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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 

關鍵詞：防火門、防火材料、無線射頻技術、RFID、資訊管理 

一、計畫緣起 

近年政府不斷宣導防火安全理念使得每年火災發生次數逐漸下降，不過一旦火災

發生對於內部人員依舊存在嚴重威脅，而防火安全區劃的建立與維持將可阻隔火勢與

濃煙快速蔓延，其中防火門扮演著重要角色，故本計劃深入探討 RFID(RFID,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應用於防火門管理可提供之協助： 

目前防火材料的管理存在著許多難以處理之難題，市面上常有所謂的黑心產品的

新聞或是傳言。因此本研究嘗試著利用 RFID 之特性來改善管理上的問題。透過利用

RFID 這種 Auto-ID 的這種特性，能快速的在資料庫中找尋相關的資料，藉以加強管理

機關的資訊流通，算是在不改善現有運轉制度下的資訊工具。而防火材料分為非常多

的種類，故本研究挑選導入價值較高以及產品屬性較單純之產品。 

防火門整體生命週期涵蓋了眾多政府機關，各政府部門對於防火門管理皆有其權

限，但又缺乏完全能力來執行公權力，又因各自業務屬性及缺乏專業人力，致於生產

至安裝使用之後市場管理機制不甚完備。本研究透過 RFID 標籤紀錄之資訊進行防火

材料追蹤管理。配合後端資訊平台使用可發揮 Auto-ID 的功用，使生命週期的主管機

關皆能透過系統檢視防火門產銷歷程的相關資料。本研究以 96 年度研究之成果(將

RFID 技術應用於防火材料中，透過 RFID 標籤紀錄之資訊進行防火材料追蹤管理，使

消費者能完整檢視防火材料相關資料)及 97 年度研究之成果(將 RFID 技術導入應用於

防火門生命週期管理過程中及開發 RFID 防火門生產履歷管理資訊雛形系統)。本研究

今年度研究計畫乃延續過去之研究成果，將本研究去年所提出之 RFID 應用模式及資

訊管理系統於實際案例中操作應用，透過案例驗證結果來回饋修正 RFID 應用模式及

系統功能，使防火門市場管理效率提升進而提高防火安全效益。 

二、研究方法與過程 

本計劃主要工作係尋找配合之防火門廠商進行實際案例導入測試，以了解模式及

系統不足之處。具體的實施過程分為下列四點：(1)透過召開座談會議及專家訪談來討

論模式及系統內容；(2)選擇防火門廠商進行實際案例測試；(3)記錄導入時遭遇之問題

並研擬對策；(4)修正 RFID 技術導入建築用防火門市場管理模式與 RFID 防火門生產

履歷管理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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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發現 

本計劃中防火材料及流向管控之研究，研究過程中共有以下幾點重要貢獻： 

1. 再度尋求多方專家之專業意見，針對 RFID 導入建築用防火門市場管理流程每

一個環節重新評估及修正。 

2. 專家訪談過程除了檢視本研究提出的模式外亦實際操作說明本研究開發之

RFID 防火門生產履歷資訊管理系統，檢討系統功能及資訊內容並回饋修正系

統。 

3. 本研究提出之模式及系統已實際於兩家知名防火門廠商測試完成，透過實際

案例導入測試了解實際操作所遭遇之問題並且已提出解決對策。 

4. 透過案例研究成果進一步修正提出的 RFID 技術導入建築用防火門市場管理模

式與 RFID 防火門生產履歷管理資訊系統。 

5. 針對未來推廣 RFID 技術於防火門管理之應用共規劃短中長期推動措施規劃，

短期選擇廠商來應用本模式與系統；中期舉辦大型說明會宣導前期初步推動

成果；長期邀請防火門主管機關了解本模式及系統之應用成果，促進後續相

關政策之推動。 

 

四、主要建議事項 

根據研究結果，本研究針對防火門的生命週期管理提出下列具體建議。 

立即可行之建議 

主辦機關：內政部營建署或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協辦機關：國立成功大學防火安全研究中心防火實驗室、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材料

實驗室、中華民國建築師公會、各地縣市政府建築管理機關、中華民國防火門協會 

依據建築法第18條所規定建築師應查核建築材料之規格與品質，緣起，建議未來

營造簽約內容中適當加入現地材料查驗的機制(含防火門抽驗)，透過隨機抽取一扇進

入工地的防火門進行裁切來確認防火門品質(例如工地須50樘防火門則訂購51樘，當防

火門運抵工地時隨機抽取1樘進行裁切檢驗)。 

長期性建議 

主辦機關：內政部營建署或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協辦機關：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國立成功大學防火安全研究中心防火實驗室、財團法

人台灣建築中心材料實驗室、中華民國建築師公會、各地縣市政府建築管理機關、中

華民國防火門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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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建議可參考綠建築的「綠建築標章」，依此模式加入防火門「優良廠品標章認

證」，有此認證的防火門廠商可不指定時間、地點隨時讓查驗單位隨機抽查，透過此

辦法並配合本研所規劃的 RFID 技術使產銷履歷資訊透明化，可增加把關機制並保障

消費者權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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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Keywords: Fire door; Fire Material; RFID; RFI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Background of the study 

When a fire accident occurs in the building, the fire door is the important role for 

saving people’s life. However, this project concerned the application of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 technology in fire door management. Utilizing RFID tag has a 

memory function, the important information of the fire door can be recorded into the RFID 

tags to be traced and managed.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reqarding to fire door management. When the fire accident 

occurs in the building, the fire door can stop fire to go through and grow up. In 2007, we 

had used RFID to help the management of the fire material. In 2008, we focused on the 

management of fire doors to develop the RFID application model and the prototype of the 

RFID-based fire door management system. Based on the efforts of our previous research, 

the RFID application model and the RFID-based fire door management system are tested in 

two real cases in this year. The RFID technology and internet technology are combined in 

this study to enhance the performance of fire door management. The RFID application 

model and the RFID-based fire door management system are modified in the study after the 

testing efforts in two real cases. The field testing is the primary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Methodology and Procedure 

The field testing is the primary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to find out the problems about 

using proposed system. The main procedures of the research are as following: (1) to 

disscuss proposed model and system via holding a symposium and interviewing some 

experts, (2) to find real cases to test our model and system, (3) to record the problems during 

testing and then the problem-solution must be proposed in the study, and (4) to modify the 

RFID application model and the RFID-based fire door management system. 

Summary 

There are some contributions in this study, they are as followed: 

(1) By interviewing experts, the RFID application have been reassessed and modified. 

(2) The RFID-based fire door management system has been tested for experts to 

review the functions of the system and the contents of information of the system. 

(3) Our efforts of this research have been tested in two real cases. The problems of the 

proposed RFID application model and the RFID-based fire door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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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are found during the field testing, and then the solving-schemes are 

proposed in this study. 

(4) Based on the efforts of testing in the real cases, the RFID application model and 

the RFID-based fire door management system have modified to address the 

requirements in practice.  

(5) The benefits of applying RFID technology in fire door management and the 

follow-application schemes are proposed in this study. 

Suggestion 

For immediate strategies: 

Based on the Article 18 of Architects Act, which indicates the architector must inspect 

and evaluate the specifications and quality of the building construction materials, the 

random inspection of the fire door can be implemented to check the quality of the fire 

door. 

For long-term strategies: 

In the future, the Green Buildings Evaluation System can be reference for the related 

developments to develop a similar system in fire door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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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論  

 

台灣近年火災發生次數已逐漸下降，但仍舊有數以百計、數以千計的人

因火災而受傷甚至死亡，因此為了提升建築物內部人員生命安全，防火材料

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然而，在眾多防火材料中，防火門在我們的日常生

活中扮演了相當重要的角色，而且品質優良的防火門也能確實於火災災害發

生時提供民眾生命安全實質上的保障。防火材料具備高耐燃特性可以迫使火

源延燒速度減緩及增加人員避難時間，因此本研究特別於眾多防火材料中選

定 防 火 門 進 行 應 用 與 研 究 ， 希 望 藉 由 無 線 射 頻 技 術 (Radio  Frequency 

Ident i f ica t ion ,  RFID)有效管理防火門能夠對於提升民眾以及公共安全提供實

質上的助益。  

 

第一節  研究緣起與背景  

 

壹、研究動機  

台灣地區在政府持續推動防火安全宣導成效下發生火災之件數已逐年下

降，然而綜觀所發生之重大傷亡火災事件中，事後的相關調查均發現，易燃

的室內裝修材料，常常是火勢擴大與延燒的主要媒介，且為人命傷亡之罪魁

禍首。目前防火材料欠缺完善的管理機制，造成黑心商品充斥市面，使廠商

研發意願低落 [陳詠詩，2005]。性能式法規於民國九十二年開始規劃推動，

針對建築物防火材料區劃進行規範，而防火材料是建物防火安全區劃的重要

一環 [陳詠詩，2005]。防火安全區劃的建立與維持，防火門扮演了舉足輕重

的角色，防火門除了可阻隔火勢蔓延，亦可避免濃煙竄進逃生空間，進而提

升火災獲救之機會，由東科大火案例可知建碁因廣設防火門，在火災中損失

減少至最低，並快速恢復營運 [楊德芬，2001]。  

防火門整體生命週期涵蓋了眾多政府機關，其中主管機關有經濟部標準

檢驗局 (以下簡稱標檢局 )或是內政部營建署，其他尚有委託防火材料實驗室、

各地縣市政府主管建築機關。各政府部門對於防火門管理皆有其權限，但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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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完全能力來執行公權力，又因各自業務屬性及缺乏專業人力，致於生產

至安裝使用之後市場管理機制不甚完備。在目前環境下，部分不肖業者為搶

攻市場，以矇混的手段，賣出與報告書不符的產品，造成使用者與政府對市

場管理部分產生困擾 [李豐榮，2003]，不合格防火門充斥市場並削價競爭，

使得民眾身家性命財產安全受到威脅，同時合法廠商權益亦備受影響。建築

用 3m*3m 以下防火門目前由標檢局負責管理 (管理法源為商品檢驗法 )但防火

門商品與一般商品迥異，缺乏流通市場提供標檢局執行市場監督且安裝使用

階段又屬主管建築機關的管轄，使得執行商品檢驗法市場監督時產生困難。

政府單位間資訊不流通使得標檢局的市場監督機制無法有效發揮，在缺乏流

通市場的情形下，標檢局市場監督作業則須仰賴主管建築機關發文與一般民

眾檢舉才有辦法執行，對於追蹤劣質廠商之效果不彰。  

基於公共安全理念且為了避免防火門之生產、運送、檢驗、使用過程產

生人為疏失，本研究以 96 年度將無線射頻技術應用於防火材料中，透過

RFID 標籤紀錄之資訊進行防火材料追蹤管理，使消費者能完整檢視防火材料

相關資料之研究成果以及 97 年度將無線射頻技術導入應用於防火門生命週期

管理過程中，透過將 RFID 視為資訊載具概念將防火門管理過程中各管理單位

所需資訊作儲存與擷取之管理，使資訊透明化方便管理單位檢視完整防火門

相關資訊之研究成果，延續探討 RFID 於防火門生命週期管理之實際應用。藉

由實際案例之應用測試來了解 RFID 技術對現況所能提供之實際貢獻程度並修

正本研究已提出之管理模式與系統功能，使提升防火門之安全效益。  

 

貳、過去研究成果說明  

一、96 年度研究成果說明  

本研究已於 96 年度提出 RFID 標籤應用於防火材料 (石膏板、矽酸鈣板及

防火門 )之導入步驟與貼附時機，導入方式主要從承包商的工地現場、防火材

料廠商、評定中心至 RFID 標籤製造商公司來回申請 RFID 標籤之流程，而貼

附位置與時機，應於包裝防火材料時，將 RFID 標籤置於防火材料，在將防火

材料運至工地現場施工安裝。本研究實驗使用防火材料主要以一般防火門及

裝修耐燃材料之矽酸鈣板及石膏板為測試之對象，裝修耐燃材料之測試項目

以潮濕因子與阻擋因子為主，經由實驗結果顯示得知防火材料對 RFID 標籤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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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確實會有折減的效果，增加濕度卻不會有明顯的干擾問題。防火門導入

RFID 之技術，RFID 標籤貼附於防火門易受到防火門材料干擾，由測試結果

得知使用防磁墊片與 RFID 標籤貼附於防火門在使用精技 RH767 讀取器的情

況下為可行的 (但如使用 Ensyc  RFID Block UHF 讀取器，則完全不能讀

取 )。並且不同標籤對於背後貼附物體所呈現的讀取效果差異也很大，挑選適

合的標籤與讀取器才能呈現出較佳的效果。  

 

二、97 年度研究成果說明  

延續 96 年度成果再針對 RFID 導入防火門生命週期流程進行規劃，乃從

檢驗到最後的使用維護來建立防火門生產履歷 (如圖 1-1 所示 )，透過每個環節

都依使用情境導入 RFID 並加強 RFID 於各部門管理防火門品項所需資訊分

析，將各單位所需資訊完整建立於 RFID 系統中，經由 RFID 與後端資訊系統

整體串連並建立防火門生產銷售履歷，提供相關單位便於查核也提供消費者

一查詢平台，進而瞭解使用空間的防火安全。本研究根據模式情境於各階段

管理單位所需資訊流通狀況，透過 ER-Model 等資料庫分析方法將其資料狀

況製作成關連式資料庫作為 RFID 防火門資訊管理系統之資料存取基礎。本研

究 建 構 兩 層 式 系 統 架 構 ， 分 別 為 前 端 系 統 與 後 端 系 統 ， 後 端 系 統 採 用

Windows Server  20003 為 伺 服 器 作 業 系 統 ， 資 料 庫 採 Microsof t  SQL 

Server  2005 作為資料庫引擎；前端系統為含有使用 RFID 讀取器進行 RFID

標籤讀取之功能，使用 RFID 讀取器的用戶端採用 Visual  Basic .NET 作為開

發語言，後端系統則採用 Web Based 模式 (以 ASP.NET 作為開發語言 )建構

出防火門資訊管理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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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RFID 於防火門管理概念示意圖圖 1-1 RFID 於防火門管理概念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內容  

 

壹、研究內容  

本研究計畫 96 年度針對防火門、矽酸鈣板、石膏板等防火材料探討

RFID 之應用，主要著重於生產履歷之驗證、查核及應用可行性。次年度研究

計畫延續第一年的成果 (防火門導入 RFID 之應用可行性 )，將 RFID 研究範圍

延伸至防火門從生產至使用維護等之生命週期管理，促使防火門具備生產、

檢驗、履歷資料識別之功能，並使建築物防火門達到日後維護與追蹤分析之

管理功用，並建構 RFID 防火門資訊管理系統。本研究今年度研究計畫乃延續

過去之研究成果，將本研究去年所提出之 RFID 應用模式及資訊管理系統於實

際案例中操作應用，透過案例驗證結果來回饋修正 RFID 應用模式及系統功

能，使防火門市場管理效率提升進而提高防火安全效益 (各年度之計劃差異詳

表 1-1)。  

研究目的共有以下五點：  

1 .  根據實際導入防火門廠商測試經驗探討未來實際導入的過程會遭遇的

難題與困難，以及解決之對策；  

2 .  根據實際導入經驗進行RFID導入防火門管理模式修正；  

3 .  根據實際導入經驗探討防火門RFID產銷履歷管理資訊系統功能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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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系統修正；  

4 .  分析RFID應用在防火門之優缺點，限制條件，以及市場效益；  

5 .  規劃RFID技術實際導入防火門管理之推動措施初步構想。  

表 1-1 年度計畫差異表  
年

度  
工作項目  概要說明  

96  

A、探討防火材料現況問題；  
B、探討防火材料適用之 RFID 設備與頻段；  
C、依防火材料查驗方式進行 RFID 應用實驗及

分析；  
D、探討 RFID 導入防火材料檢驗抽查機制流程

分析；  
E、探討 RFID 導入材料檢驗抽查機制資訊系統

需求。  

RFID 技術於防火

材料管理構想、實

驗測試分析及可行

性評估  

97  

A、探討防火門生命週期之管理現況；  
B、整合 RFID 於防火門生命週期管理模式與機

制；  
C、進行 RFID 於防火門生命週期之管理情境分

析；  
D、分析 RFID 於防火門生命週期的各主管單位

之管理資訊內容；  
E、建置 RFID 於防火門生命週期管理資訊系統

雛型。  

整合 RFID 於防火

門生命週期管理、

各管理單位所需資

訊及資訊系統雛型

建置。  

98  

A、防火門廠商實際導入並分析遭遇問題與解決

對策；  
B、根據實際導入經驗進行 RFID 導入防火門管

理模式及防火門 RFID 產銷履歷管理資訊系統

之修正；  
C、建構完整的 RFID 應用於防火門管理的情境

與 RFID 防火門資訊管理系統；  
D、根據實際導入經驗探討未來實際導入的過程

會遭遇的難題與困難，以及解決之對策；  
E、分析 RFID 應用在防火門之優缺點，限制條

件，以及市場效益；  
F、規劃 RFID 技術實際導入防火門管理之推動

措施初步構想。  

進行模式及系統之

驗證測試，並修正

系統功能。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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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範圍  

在眾多的防火材料中，防火門屬於涉及防火安全區劃及利潤較高之商品

且目前國內防火門市場管理方面較為紊亂不易管理。本研究考量因 3m*3m 以

上之防火門屬於特殊建築空間使用且數量少管理容易，故本研究以標檢局公

告的建築用 3m*3m 以下防火門為研究對象。延續去年度研究成果 (RFID 導入

防火門生命週期管理模式建立及資訊管理系統雛型建置 )，本研究今年度將針

對防火門生命週期探討 RFID 之實際案例導入應用。根據去年所規劃的應用情

境與系統，與相關單位作實際的展示後，將其意見回饋修正於修正版系統。

本研究將在與防火門協會、台灣建築中心材料實驗室、及成功大學防火安全

研究中心防火實驗室等單位討論，提出案例實例進行模式及系統導入驗證作

業。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流程  

 

本研究係在延續去年度探討 RFID 導入防火門生命週期管理之研究成果，

將其實際導入實際案例中驗證並回饋修正管理模式與資訊系統功能，並透過

文獻探討了解防火門生命週期管理之流程，以及 RFID 的理論與應用現況，透

過持續不斷更新 RFID 相關的技術與知識，將最新以及最適當的技術導入於防

火門生命週期管理機制。  

  資料收集  

透過文獻探討了解防火門生命週期管理，以及 RFID 的理論與應用和現況

(持續 Update  RFID 相關的技術與知識 )，將最新以及最適當的技術導入於防

火門生命週期管理機制。  

  專家訪談及專家座談  

透過專家訪談 (去年度已訪談防火門生命週期中各階段主要參與角色意

見，本年度主要以防火門協會及材料實驗室為主 )的方式，將 RFID 技術及本

研究提出之模式與系統解釋給專家瞭解，經由與專家討論的過程，希望經由

專家對於本研究目標的瞭解進而提供專業知識，給本研究關於所提之 RFID 導

入防火材料生命週期管理模式及系統相關建議，供本研究團隊修正。同時並

利用專家座談邀請相關實務專家探討導入所遭遇之困難及建議解決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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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案例驗證  

此為本研究之重點部份，旨在透過選擇實際之防火門廠商來導入應用本

研究提出之管理模式及資訊系統，藉由全程實際操作過程所遭遇之現象與問

題來了解本研究模式及系統需改進之處，並分析問題發生癥結與擬定解決對

策，最後修正本研究所提之模式與系統。  

 

本研究首先透過研究目標及範圍之確立後，與防火門協會，防火門實驗

室，工地端監造，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防火門管理單位等進行討論 (模式及系統

細部修正 )，並選擇導入操作之防火門廠商 (須具一定規模與制度之防火門廠

商 )，藉由實例操作驗證本研究所提之管理模式與系統之實際可操作性，最後

將成果回饋修正作為政府單位日後全面推行防火門市場管理之參考。本研究

過程將以專家訪談及實例驗證為重點進行探討 RFID 技術於防火門生命週期管

理之應用 (研究流程詳見圖 1-2)。  

 

 

 

 

 

 

 

 

 

 

 

 

圖 1-2 研究流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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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蒐集資料與文獻分析  

 

壹、無線射頻識別 R F I D 之介紹  

無線射頻識別 (Radio  Frequency Ident i f ica t ion,  RFID)是一種直接繼承

雷達概念的技術，其應用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軍方為辨別從

歐洲大陸返回英國本島的飛機是否為敵機而發展非接觸技術，此一系統稱 IFF

敵我識別系統 ( Ident i fy :  Fr iend or  Foe)為首次使用的無線射頻識別系統，並

一直使用在今日的航空流量管制上 [陳宏宇，2006]。  

1948 年哈里‧斯托克曼 (Harry  Stockman)在無線電工程師協會 ( Ins t i tu te  

of  Radio  Engineers )學報上發表「利用能量反射進行通信 (Communion by  

Means  of  Ref lec ted  Power)」奠定 RFID 技術的理論基礎 [譚民等，2007]。  

1977 年 左 右 隸 屬 美 國 政 府 的 洛 薩 拉 摩 斯 國 家 實 驗 室 (Los  Alamos  

Nat ional  Labora tory)也開始發展非接觸技術，嘗試於牛隻身上植入無線射頻

標籤 (Tag)以進行追蹤牛隻之實驗。到了八十年代，美國與歐洲的數家公司開

始著力於減少 RFID 標籤尺寸和成本的降低，以便能將無線射頻技術嵌入員工

卡之內取代傳統鑰匙的使用，並進行資料存取與實際的門禁管制應用，增加

員工進出的便利性與安全性 [陳宏宇，2006]。  

RFID 被 Gartner  Group 譽為十大重要策略技術之一 [Dan Farber ，

2004]。RFID 技術可透過無遠弗屆的網路構成實體世界物件聯網，是未來實

現 Ubiqui tous 網路社會 (Ubiqui tous  Network  Socie ty ,網路無所不在 )的重要

元件，並將開創嶄新的企業管理技術 [RFID 應用推動辦公室，2008]。  

 

一、無線射頻識別 RFID 定義與原理  

依據全球電子化商品編碼聯盟之定義：「RFID 係利用無線射頻電波自動

識別資料之系統。其系統架構為利用附著於人或物之 ID 標籤 (由 IC 晶片、天

線所構成 )、讀取器之間進行通訊。在晶片中記錄一系列資訊，即能在有效通

訊範圍內的讀取器溝通，進而達到資料交換、識別之目的 [EPC global ,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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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射頻的主要操作原理 (如圖 1-3 所示 )，是利用讀取機的天線發送無線

電波給電子標籤，以進行無線資料識別及擷取的工作。係一種非接觸的自動

識別技術，其基本原理是利用射頻信號和空間耦合 (電磁耦合或電磁傳播 )傳輸

特性，實現對被識別物體的自動識別行為，獲取標籤物件相關資訊 [游戰清

等，2006]。  

 

 

 

 

 

圖 1-3 無線射頻識別 RFID 系統基本架構圖  

(資料來源：李靜雯，2007) 
 

二、無線射頻識別 RFID 之組成與分類  

其主要構成元件為標籤、天線、讀取器、應用系統，茲分述如下：  

A .  電子標籤 (Tag ) (如圖 1-4 所示 )：電子標籤是由耦合元件及晶片組成，

標籤含有內建天線，透過電感耦合或電磁反向散射原理與 R F I D 讀取

器進行通信 [周湘琪，2004 ]。  

 

 

 

 

 

 

 

圖 1-4 RFID 標籤種類  

(資料來源：友鵬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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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天線 (An tenna )：在標籤和讀取器間傳遞射頻訊號，天線是為標籤與讀

取器提供射頻訊號空間傳播的設備，天線的形狀和尺寸決定能感應的

頻率範圍。  

C .  讀取器 ( R e a de r  o r  I n t e r r o g a t o r ) (如圖 1- 5 及圖 1- 6 所示 )：由於標籤

為非接觸性質，所以 R F I D 系統必須借助為於應用系統與標籤之間的

R F I D 讀取器來讀取標籤內的資料以進行物件識別，或者將新資料寫入

標籤內以更新資料。R F I D 讀取器本身包括主電腦相連結的介面之軟體

部分及控制電路、收發模組與收發天線之硬體兩部分 [ 游戰清等，

2006 ]：  

(一 )  軟體部分：係生產廠商在產品出場時置入讀取器模組中，包括控

制軟體來負責控制天線發射之開關及與主機間的資料傳輸交換等

功能；及載入軟體與解碼軟體。  

(二 )  硬體部分：由控制電路、收發模組與收發天線所組成，通常採用

A S I C 元件和微處理器來進行 R F I D 標籤和 RFID 讀取器之間傳送

資料的加密、解密及身份驗證。  

 

  

 

 

圖 1-5 固定式讀取器  

(資料來源：帝商科技、NEC，2007) 
 

 

 

 

 

圖 1-6 移動式讀取器  

(資料來源：宏通數碼科技、精技電腦，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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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系統應用：R F I D 應用系統係包括前端 R F I D 資料獲取系統、中介軟體

以及後端結合資料庫管理系統、電腦網路與防火牆等技術，提供全自

動安全便利的即時監控系統功能。  

 

依據無線射頻識別系統的工作頻率、能量傳遞方式、作用距離及讀寫

方式進一步分類，各有其特徵與應用領域，其成本也不同，相關分類方式

與內容如下：  

I .  根據工作頻率  

無線射頻識別系統隨著不同的應用環境有相對應的頻段 (如表 1 - 2 所

示 ) ， 其 中 R F I D 常 見 的 頻 率 如 下 ， 分 別 為 135kHz 、 13 .56MHz 、

433MHz、860~930MHz、2 .45GHz 以及 5 .8GHz  [本研究整理自游戰清

等，2006 ]。  

(一 )  低頻 (Low Fr equency ,  LF)：低頻 R F I D 使用小於 135kHz 的頻

段，讀取範圍小大約只有 3cm~90c m，而且資料轉換速率 (Da t a  

Ra t e )低、傳輸速率慢以及標籤尺寸較大，低頻 R F I D 對於水和金

屬物質的影響抵抗能力較強。  

表 1-2 各類 RFID 頻段  
  

項目  
頻率  

頻率範圍  波長  大量應用  
RFID 應用頻

率  

極低頻  VLF 
Very  Low 
Frequency 

10KHz~30KHz 40000f t 語音  ─  

低頻  LF 
Low 

Frequency 
30KHz~300KHz 4000ft 航空與玩具  125KHz 

135KHz 

中頻  MF 
Medium 

Frequency 
300KHz~3MHz 400f t  AM 收音機  ─  

高頻  HF 
High 

Frequency 
3MHz~30MHz 40f t  短波收音機  13 .56MHz 

特高頻  VHF 
Very  High 
Frequency 

30MHz~300MHz 4ft  
電視、FM 收

音機  
─  

超高頻  UHF 
Ul t ra  High 
Frequency 

300MHz~3GHz 4f t  
電視、手機  
與微波爐  

860-956MHz
2.45G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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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頻率  
頻率範圍  波長  大量應用  

RFID 應用頻

率  

極高頻  SHF 
Super  High 
Frequency 

3GHz~30GHz 0 .4f t  衛星  5 .8GHz 

至高頻  EHF 
Extremely  

High 
Frequency 

30GHz~300GHz 0.04f t  研究用  ─  

(資料來源：整理自商品條碼策進會 )  

 

(二 )  中頻 ( M e d i u m F r e q u e n c y ,  M F )：中頻 R F I D 使用 400~530 頻

段，由於其具備較佳的反射能力及對於噪音抵抗能力高所以在日

本被廣泛應用，因此 M F  R F I D 是工廠自動化應用的最佳選擇，

但是中頻 R F I D 的缺點在於讀取範圍較小大約只有 10~15 公分。  

(三 )  高頻 (H igh  Fr equency ,  HF)：高頻 R F I D 使用 13 .56MHz 頻段，

最大優點在於具備高穿透力，其缺點為讀取範圍小、資料轉換速

率低。由於其讀取範圍小，對於水和金屬物質的影響抵抗能力較

超高頻強，在價格上則比超高頻貴。  

(四 )  超高頻 (U l t r a  H igh  F requency ,  UHF)：使用 860~960MHz 以及

433MHz 這兩種頻段，具備標籤尺寸小、低功耗、高整合、資料

轉換速率快、讀取範圍較大及價格便宜等優點，缺點為容易受水

和金屬物質的影響。  

(五 )  微波 (Mi c rowave )：使用 5 .8GHz 頻段，微波 R F I D 的特性與超

高頻 R F I D 雷同，對水和金屬物質的抵抗能力較弱，讀取範圍最

大。  

I I .  根據能量傳遞方式  

(一 )  主動式標籤 ( A c t i v e  T a g )：本身含有電池可隨時傳送資料給讀取

機，一般用在人員、大裝備或昂貴的物品之即時定位系統上。  

(二 )  半被動式標籤 (Se mi -pa s s ive  Tag ) ：半被動式電子標籤含有電

池，預設模式為睡眠狀態接收到喚醒器或讀取機所發射出的 RF

能量，會執行資料讀取與寫入的操作 [EPC g loba l ,  2008 ]；喚醒

器是一種操作頻率不同於讀取機的便宜裝置，通常安置於特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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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處，當帶有主動式電子標籤的人員或物品通過該處時，可利用

喚醒器使電子標籤運作，如此可節省電池的耗電量。  

(三 )  被動式標籤 ( P a s s i v e  T a g )：被動式標籤因未含電池又稱為無源標

籤，其電源是感應自讀取機所發射過來的 RF 無線電波能量；當

電子標籤感應到能量時，天線模組會感應產生電流，並對電容器

充電成可用之電源，以便將微晶片內記憶體中的識別碼資料回傳

給讀取機 [EPC g loba l ,  2008 ]。由於被動式電子標籤的電源是由

讀取機所提供，可以使用到損壞為止，其可使用的距離根據所使

用之操作頻率而定。  

I I I .  根據射頻標籤讀寫方式  

若 R F I D 標籤依據記憶體讀寫功能將可以區分為唯讀、僅能寫入一次

且多次讀取及可重複讀寫三種 [周湘琪，2004 ]。  

(一 )  唯讀 (Read -On ly ,  R /O)：R F I D 標籤晶片內的資訊出廠時已固

定，使用者僅能讀取 R F I D 標籤晶片內的資訊，而無法進行寫入

或修改的程序。  

(二 )  僅寫入一次 ( Wr i t e - O n c e  R e a d - M a n y ,  W O R M )：與唯讀 R F I D

標籤差異為使用者可以寫入或修改 R F I D 標籤晶片內資料一次，

並與唯讀 R F I D 標籤相同亦可進行多次讀取。  

(三 )  可重複讀寫 ( R e a d - Wr i t e ,  R / W) ：使用者可以透過讀取器進行

R F I D 標籤內晶片資訊之讀取與寫入，資料可以視需要附加或重

新寫入。  

 

三、無線射頻識別 RFID 之特性與限制  

RFID 系統的技術日益成熟，隨著應用範圍及市場規模逐漸擴大，成本

亦隨之下降、發展潛力上昇及商機無限，RFID 系統的優點 (如表 1-3 所

示 )。  

表 1-3 RFID 系統的優點  
優點  內容  

具有讀 /寫操作  
可 根 據 R F I D 標 籤 內 之 記 憶 體 型 式 ( R O M 或

EEPROM )，以進行 R F I D 標籤內資料之讀取和寫入操

作。  

資料的記憶量大
R F I D 標籤的資料記憶體容量會隨著不同應用的需求而

越來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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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點  內容  

壽命長  
R F I D 標籤因為本身資料可更新，因此可以由 R F I D 讀

取器更改其功能重複不斷地使用。  

穿透性佳  
R F I D 標籤若被紙張、木材、塑膠等非金屬或非透明的

材質被覆的話，亦可進行穿透性通訊。  

耐環境性佳  
R F I D 標籤由塑膠材質所被覆而成，具強力的抗污性，

故可使用於有油污、灰塵等污穢或黑暗之環境中。  

使用便利性高  
R F I D 標籤產品造型多樣，可植入動物體內、可藏於物

件內、可貼於物件表面等，應用在各種不同場合中。  

識別速度快  
R F I D 讀取器讀取 R F I D 標籤資料的時間極短，且可同

時讀取許多 R F I D 標籤，使得識別速度變很快，故可

使用於物件之生產線上。  

可縮短作業時間
由於具有極快的識別率，無論是倉儲作業、貨物生產

或通路作業等，都可正確且快速完成。  
視線無限制  識別時可無方向性的讀取 R F I D 標籤資料  

可識別的距離長

只要根據 R F I D 讀取器所使用的操作頻率，以及主動

式標籤、半主動式與被動式 R F I D 標籤的使用，就可

決定識別距離。  

資料讀取正確性

高  

同時讀取所有 RFI D 標籤與自動識別與管理，取代條

碼之人工掃瞄讀取方式，大幅減少人工錯誤，增加資

料讀取的正確性。  
資料安全性高  R F I D 標籤內的資料存在微晶片內，讀取時皆有密碼保

護，使之不易被竊取與偽造。  

(資料來源：陳冠宇，2006)  
 

任何創新的科技於真正實行時，難免將面臨許多來自不同層面之限制與

瓶頸，如下所示：  

A .  技術限制上的突破與克服  

R F I D 對某些特定介質很敏感，含水與金屬的環境都會影響 R F I D 的

讀取，它也無法穿透人體組織，易受到干擾；R F I D 的方向性強，必須量

取電子標籤與天線讀取的最佳位置關係，才能保證讀取成功率 [R FID 應用

推動辦公室， 2008 ]。此外，在物流與大量讀取的應用要求時，對於傳輸

速度與資料過濾與處理，都是技術上需克服的困難。  

B .  讀取的精確性  

影響讀取率的因素包括金屬、水、液體或電磁波等介質的干擾，及天

線穿透率，使訊號的傳導產生干擾與衰減，間接影響 R F I D 系統讀取資料

之可靠性與準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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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成本問題  

R F I D 雖可廣泛於各類產業之應用，但由於目前其製作成本仍比條碼

(Ba r  Code )印製成本高出甚多，且資料的儲存量愈大成本愈高，因此改善

製程與提高市場規模量，為降低 R F I D 成本之方法 [林柏碩，2007 ]。  

D .  隱私權的疑慮  

消費者受告知權規範不清，現行法未明確規範蒐集人須揭露蒐集目

的、資料類別以及被何人蒐集，未來可能成為隱私權保護的漏洞。國內對

於 R F I D 隱私權保護的爭議亦在最近被廣泛地重視，包括現行「電腦處理

個人資料保護法」，未來修法應考慮擴大適用主體及於 R F I D 的使用單

位，落實個人資料隱私保護 [ R F I D 應用推動辦公室，2008 ]。  

E .  應用環境  

目前 R F I D 讀取器與 R F I D 標籤有許多廠牌與型式，不同廠牌的讀取

器與 R F I D 標籤無法互通，其用途亦有所差異。儘管 R F I D 標籤可透過特

殊封裝等方式，能克服環境之限制，但由於不同施工環境之差異性甚大，

因此導入 R F I D 之運用，應考量應用環境因素，慎選適當的 R F I D 設備方

案。  

四、國內導入 RFID 之應用領域  

台灣於 2006 年以國內相關產業的群聚效果、同時也是國際共同議題的

五大公領域作為先導應用，整合政府資源，協助業者開發及規劃應用 R F I D

藍圖 (如圖 1- 7 所示 )，帶動台灣 R F I D 產業的蓬勃發展，而五大公領域則涵

蓋居家與公眾安全、貿易通道安全、航空旅運應用、食品流通安全及健康與

醫療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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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台灣 RFID 整體策略及推動藍圖  

(資料來源：經濟部商業司，2005) 

 

目前全球各大廠與政府單位企圖以 R F I D 技術發展和不斷創新的商業應

用締造二次 I T 革命，在台灣也有許多單位參與 R F I D 導入應用 (如表 1- 4 及

表 1 - 5 所示 )。  

表 1-4 RFID 於國內產業之應用概況  
時間  應用名稱  參與單位  目的 /特點  

2002
年  

悠遊卡  
P h i l i p s 半導體 (現
為 NXP)、台北智

慧卡票證  

通用於大台北地區的非接觸式交通

電子票證系統智慧卡  

醫 療 院 所 接

觸 史 R F I D
追 蹤 管 制 系

統  

工業技術研究院、

新竹東元醫院  

如有疑似 SARS 或其他傳染病病例

出現，能在 20 分鐘內過濾出可能被

傳染的對象進行後續處理  

SARS 醫 院

防 疫 追 蹤 資

訊系統  

資訊工業策進會、

臺北醫學大學附設

醫院  

利 用 R F I D 即 時 監 控 及 定 位 的 特

性，進行院內感染控制、院內分區

隔離追蹤、醫療廢棄物追蹤管理、

社區隔離照護等作業  

2003
年  

醫 療 院 所 接 工業技術研究院、 如有疑似 SARS 或其他傳染病病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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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應用名稱  參與單位  目的 /特點  
觸 史 R F I D
追 蹤 管 制 系

統  

新竹東元醫院  出現，能在 20 分鐘內過濾出在重疊

的時空下可能被傳染的對象進行後

續處理  

R F I D 整合驗

測實驗室  
工業技術研究院  

為發展 R F I D 標籤及 R F I D 讀取器技

術和標準檢測技術，協助產業建立

R F I D 物流中心驗測標準與架構  

推 動 R F I D
於 汽 車 產 業

之應用  

工業技術研究、裕

隆日產汽車  

R F I D 的技術應用於保修服務廠業

務，有效管理交車中心的車輛庫存

及進出流程，降低人工作業成本及

時間  

2004
年  

R F I D 物流中

心 倉 儲 管 理

系統建置  

資訊工業策進會、

燦坤實業  
倉庫管理應用計劃  

Open  Book
智慧圖書館  

臺北市立圖書館規

劃建置  
借還書不再需要館員  

亞 太 R F I D
應 用 驗 測 中

心  

經濟部、工業技術

研究院  

獲 R F I D 產 業 國 際 標 準 制 定 組 織

EPCgloba l  I nc . 宣布成為全球四大

EPCgloba l 應用標準驗測實驗中心

之一，為亞洲唯一獲證單位  

智 慧 型 安 全

貨 櫃 先 導 測

試計畫  

經濟部、工業技術

研究院、陽明海運

採用美國 GE Commerce  Gua rd  Co
之 貨 櫃 安 全 裝 置 ( C o n t a i n e r  
S e c ur i t y  D e v i c e；CSD)，配合陽明

海運於基隆港、高雄港、美國洛杉

磯港為實體貨櫃運作環境，進行跨

國安全貨櫃之測試  
R F I D 應用於

半 導 體 晶 圓

測試供應鏈  

資訊工業策進會、

ORACLE 、 南 茂

科技  

對 物 管 之 效 益 上 ， 可 減 少 收 貨 時

間、貨物去向 (人／時／地 )  

應 用 R F I D
於 花 卉 運 銷

光 照 先 導 性

研究  

經濟部、資訊工業

策進會、中興大學

研 發 內 嵌 RFID 控 制 器 之 光 照 載

具、對蘭花運銷管理進行試驗性評

估  

RFID  汽車保

修業務  

工業技術研究院、

IBM、裕隆日產汽

車保修中心  

在汽車底盤嵌入 R F I D 標籤，記錄

詳細保養維修相關資訊，利用維修

廠內已配置的 R F I D 讀取器，記錄

送修車輛在維修中心內的動向，車

主可清楚了解車輛目前具體情況  

2005
年  

主 動 式 校 園

RFID 解決方

案  

工業技術研究院、

IBM、奈訊科技、

台北市南湖國小  

運用 R F I D 偵測感應器來進行校園

出席管理和校園安全禁區管理  

2006
年  

醫 療 行 業 廢

棄 物 管 制 計

環 保 署 、 中 興 醫

院、仁愛醫院  
管制醫療廢棄物清理流向，為事業

廢棄物管理之一大創新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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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應用名稱  參與單位  目的 /特點  
畫  
R F I D 紙箱設

計 測 試 服 務

平台  

資訊工業策進會、

HP 、 參 數 科 技 、

正修科技大學、正

隆  

台 灣 首 座 R F I D 紙 箱 整 合 測 試 中

心，可縮短紙器業者 R F I D 紙箱設

計生產時間，並提供 R F I D 紙箱需

求業者實物測試環境  

西 門 智 慧 圖

書館  
臺北市立圖書館  

全球首座設於捷運站之無人服務圖

書館，開放時間配合捷運站運作，

長達 18 小時  
電 子 監 控 制

度  
法務部  預防性罪犯再犯  

R F I D 食品流

通履歷  

經濟部、工業技術

研究院、台灣食品

GMP 發展協會  

防止廠牌仿冒、品質仿冒、問題原

料等事件  

2007
年  

感 應 式 信 用

卡手機  

中 國 信 託 、 Visa  
國際組織、中華電

信  

以中華電信客制手機 CHT 9000 改

裝而成，在手機後蓋嵌入中國信託

Visa  Wa v e 感應卡，讓手機小額付

款結合金融機制  

國 際 運 動 競

賽 計 時 報 到

系統  

鞋類暨運動休閒科

技研發中心、鐵人

三項運動協會  

以 RFID 技術應用於運動賽會活動，

開發計時報到系統，讓選手以佩帶

RFID 晶片識別帶的方式，經由感應

天線無線傳輸至系統，感應讀取晶片

內資訊，準確測量通過時間、立即計

算成績，即時以電子看板顯示，減少

活動人力，精簡賽會作業時程及服務

品質。   
2008
年  

公 務 自 行 車

系統 

台 積 電 、 松 猛 租

車、華凱資訊 

員工利用識別證 HID 卡，在自行車

控制站刷卡認證即可借用，還車時也

僅需將車放在車架即可，裝置於車籃

下方的 RFID 晶片，能通過系統控制

與連結，方便其他想使用公務自行車

的員工透過 in t rane t 查詢各廠區可使

用的自行車數量。  

文物控管  國立故宮博物院 

故宮將 RFID 技術導入文物底片庫

房、出版品庫房以及基金商品部。透

過 RFID 管理機制查找所需底片，降

低人工作業出錯率以及利用 RFID 大

量掃瞄的特性，節省出版品庫房逐一

盤點書籍的時間。  

2009
年  

服 飾 盤 點 與

銷售應用   
麗 儀 服 飾 實 業

(NATURALLY 
JOJO) 

利用 RFID 讀取距離和讀取數量大的

特點進行快速盤點，讓商品上 RFID
標籤內資料直接讀入系統，免除人工

Key- in 的時間與可能發生的錯誤。  
KIOSK(互動查詢機 )內建的 RFID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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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應用名稱  參與單位  目的 /特點  
條碼讀取器，可擷取消費者手上衣服

的資訊並呈現出來，在不主動開口詢

問的前提下，消費者就可瞭解商品的

尺寸與資訊、熱賣新品介紹、其他推

薦商品、服飾搭配建議等訊息。  

消 費 登 記 與

繳 款 帳 務 管

理  

台北市體育處(松山

運動中心) 

松山運動中心首開先例，引進無線射

頻辨識系統（RFID），透過 RFID
系統卡片，民眾可快速消費登記，同

時連結繳款服務中心的帳務管理。此

外，民眾的基本資料、上課紀錄與每

日運動紀錄也能儲存在卡片中。  

(資料來源：本研究修改於拓墣產業研究，2008) 
 

表 1-5 國內 RFID 發展現況  
時間  推行單位  目的  

工業研究院  

1 .  加工食品的流通履歷追蹤系統。  
2 .  移轉超高頻技術，成立新公司。  
3 .  會展 R F I D 的應用。  
4 .  未來研發 R F I D  T a g / R e a de r 整合於手機。  

車輛中心  1 .  成立汽車服務整合應用系統產業聯盟。  

教育單位  
1 .  R F I D 校區 /週邊生活圈應用。  
2 .  R F I D 巡邏系統。  
3 .  點藏品定位與利用系統。  

業界動態  

1 .  由國內自行研發微型 E P C g l o b a l  U H F  G e n 2  
讀取器模組通過 E P C g l o b a l 認證。  

2 .  悠遊卡結合信用卡與無人圖書館管理。  
3 .  智慧型紙箱。  
4 .  EPC 供應鏈即時資料管理。  
5 .  R F I D 供應鏈即時資料管理。  
6 .  感應式手機結合信用卡功能。  

2008 年  

業界聯盟  
1 .  R F I D 技術移轉成立新公司。  
2 .  聯合成立 EPCgloba l 驗測中心。  
3 .  國產應體產品整合微軟 R F I D 平台。  

工業研究院  
1 .  自製全球最小的 UHF 讀取器，採用 I n t e l 晶片

及 At me l 的讀取器。   
2009 年  

國家資訊通信發

展推動小組  

1 .  設立「六大重點領域 U 化生活關鍵應用推動策

略與措施」，其中主要的技術核心即為 R F I D
與無線科技的組成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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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推行單位  目的  

醫療單位  

1 .  病患管理與動向追蹤  
2 .  用藥安全管理  
3 .  貴重儀器管理  
4 .  開刀房動向管理  
5 .  廢棄物管理  

教育部  

1 .  由國立台灣科技大學成立計畫辦公室負責整體

計畫的統籌、規劃、資源分配及計畫的推廣作

業，探討 RFID 技術於校園安全規劃與系統研

發建置。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五、RFID 應用於營建物料管理相關文獻  

RFID 技術目前雖然已應用於國內外各行業之中，但對於營建業而言，

由於營建工程專業分工介面較細，且外在環境也較為複雜且惡劣，因此若利

用 R F I D 技術整合營建工程生命週期較為困難。但若利用 RFID 技術導入部

分工作流程如施工物料管理、施工機具設備管理、品質管理等方面，不僅能

使作業效率提升更可提高營建工程之施工品質。茲將 RFID 國內外營建相關

產業之研究及應用，分類彙整如下：  

施工物料管理  

施工物料管理目前為 RFID 導入營建產業最多之應用，其應用可記錄材

料之相關資訊包含使用記錄、時間及位置所在等，且可較於傳統條碼標籤提

供更高之效益。  

黃飛發 ( 2 0 0 9 )藉由 R F I D 技術改善防火材料管理上之問題，利用 A U T O  

I D 之特性快速於資料庫中找尋相關資料界已加強機關的資訊流通。透過

R F I D 標籤記錄之資訊進行，配合資料庫使用發揮 R F I D 之功能 [黃飛發，

2008 ]。  

S a mu e l  Y . L .  Y i n 等人 (2009 )藉由 R F I D 技術整合於預鑄產業，利用

R F I D 標籤與讀取器收集資料，像是產品的數量、材料的數量、品質控管檢

測的結果等等藉由 PDA 以及網路技術將資訊傳至管理者或相關工作人員。

提高預鑄產業的控管效率 [尹衍樑，2009 ]。  

梁家郡 ( 2 0 0 8 )實驗將 RFID Tag 埋設於 RC 構件 (梁、柱、版、牆 )，以

不同標籤頻率 (低頻、高頻、超高頻 )系統與種類測試植入 RC 建築構件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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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狀況及探討施作可行性，並研擬電子標籤置入於 RC 建築構件之適切方

式、位置與建議植入流程 [梁家郡，2008 ]。  

郭峻宏 ( 2 0 0 7 )使用全球衛星定位 (GPS)、地理資訊系統 ( G I S)及無線射頻

辨識系統 (RFID)開發工地管理監測系統，用來提供檢查人員透過整合長、短

通訊特色之系統進行檢查工作，藉由有效的物料管理即時控管以節省時間與

成本 [郭峻宏，2007 ]。  

鄭明淵 ( 2 0 0 5 )實驗將 RFID Tag  設置於建築工程中不同的建築材料，如

混凝土、鋼筋混凝土、鋼骨構件、木板、塑膠、鋁、玻璃、天花板及磚牆

等，針對深度不同及材料不同進行評估，了解 RFID Tag  在建築構件中資料

讀取情形，並確立 R F I D  T a g  在構件上最佳施作方法及位置 [ 鄭明淵，

2005 ]。  

Kwon(2004)指出在高層建築工地中，可利用 RFID 技術並建立物料管

理追蹤系統模型，用以追蹤工地之物料存放位置並規劃派遣方式，而降低二

次搬運成本並提升工地之生產效率 [K won，2004 ]。  

S o n g ( 2 0 0 4 )建立 RFID 追蹤系統平台，並用以取代傳統金屬標籤紀錄管

線資料及人力盤點作業，其最大優點在於可一次讀取範圍內之所有標籤，可

節省人力而提升工作效率 [ S o n g，2004 ]。  

J a s e l s k i s  等人 (2003 )曾針對 RFID 技術應用營建產業的實例中，敘述

其基本原理、成本、組成元件、經濟效益及應用現況，並說明其使用上之限

制。而其中在工業管線追蹤及機械檢定兩方面相較於現今技術，應用 RFID 

技術追蹤及定位工業管線之位置，可以比傳統節省 30%的時間 [ J a s e l s k i s  

等，2003 ]。  

 

施工機具及設備管理  

由於營建工程中工程環境複雜，且時常有不可預見之狀況發生，因此若

能充分掌握工地中機具及設備的位置，則能掌控整體作業之調度並可提高生

產力。  

L i  Sun 以及 J ie  Bai (2009)考量中國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都市的

運輸已經獲得空前的迅速發展時期，運輸情勢已經成為測量城市現代化程度

的一種跡象。而大連更是國際開放的都市之一。鑒於上述原因，作者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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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D以及網路資料庫技術達到電子收費系統 (ETC)的目標，以解決道路擁擠

之目的 [ Li  Sun 等，2009 ]。  

G o o d r u m  等人 ( 2 0 0 6 )利用 R F I D 技術追蹤營建工地之機具及設備，並

確立可讀取範圍及距離，此研究主要利用主動式標籤追蹤工地內之機具設

備，而實驗結果得知利用主動式標籤的確能達到追蹤之效果，但是主動式標

籤有其電池壽命問題，通常約三個月需更換標籤上之電池 [ G o o d r u m 等，

2006 ]。  

Mar shu t z  (2002 )提出一項由 T o o l  W a t c h  針對機械工業所作的研究結

果顯示，應用 RFID 導入追蹤工具之企業，其員工找尋工具所耗費之時間較

於傳統方法約節省 40%的時間 [ M a r s h u t z  ，2002 ]。  

 

施工品質管理  

顏漢輝 ( 2 0 0 8 )將 RF ID 標籤植入混凝土試體、養護、送驗、試驗等作業

項目測試 R F I D 通訊狀況來了解標籤對混凝土強度之影響，進而提出 R F I D

技術應用於混凝土試體取樣、養護、送驗、試驗、出具試驗報告等全程之管

控作業程序，改善現行混凝土試體管控作業程序、強化混凝土生產前的預防

管理盼有效提昇公共建設品質。  

建築物管線分布錯綜複雜，管線老舊汰換常面臨須大範圍挖掘且易破壞

其他管線造成成本損失。因此卓家良 ( 2 0 0 8 )藉由 R F I D 技術建立建築物管線

定位之 R F I D 應用模式，輔助管線維護人員正確進行牆面鑿除，減少誤挖管

線之疏失 [卓家良，2008 ]。  

由於國內管理混凝土試體皆以人力識別、紙本書寫等方式，而有人為缺

失、仿造驗證等問題。因此，呂芫逢等人 (2006 )將電子標籤埋入於混凝土試

體中，並於標籤中紀錄試體本身應有強度之資訊，在進行混凝土抽樣時，可

確保混凝土品質 [呂芫逢等，2006 ]。  

J a s e l sk i s  ( 1995 )利用 RFID 之電子標籤貼附於混凝土預拌車頂上，並

在預拌廠及工地中設置大型天線，當車輛進出預拌廠及抵達工地時記錄其時

間，確保混凝土之品質 [ J a s e l s k i s，19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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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鏈管理  

尹衍樑 ( 2 0 0 5 )提出國內潤弘預鑄廠導入 RFID 於生產流程之應用，主要

將 RFID 電子標籤應用於廠區生產預鑄構件中，利用手攜式讀取器連接廠區

中之無線網路，並配合行動式生產管理系統，以提升管理效率 [ 尹衍樑，

2005 ]。  

鄭明淵 ( 2 0 0 5 )藉由 RFID 技術建立一套預鑄工法之施工管理系統，以解

決預鑄工法於規劃設計階段、構件製造、施工時因資訊不良而產生之界面問

題 [鄭明淵，2005 ]。  

 

六、RFID 應用於巡檢文獻  

台塑石化的產能規模在全球市場上占有一定規模，擁有數量可觀的生產

設備，其中負責設備之營運與管理者高達百人，這些人員面對整個園區裡面

大大小小的煉油設備，必須確保現場所有生產機器與設備必須全天 24 小時可

以順利進行，所背負之責任甚為重要。由於機器設備是否正常運作直接的影

響到生產的效能，所以只要稍有異常狀況，就必須馬上處理。因此，有效管

控現場生產設備的順利進行以及生產機台設備的管理，十分的重要。然而，

機器設備運轉維護的人工操作模式複雜，管理人員的工作負荷及壓力相對也

很大。『人員到位巡檢及檢測則無法落實，無法確認人員是否到達定位進行

檢測。其次，操寫作業繁雜耗時，簿冊數據無法有效分析，影響人員作業效

率；再者，設備異常無法及時發現和預防，相對的間接提高工安風險與後續

處理成本。』為了提升機器設備維護巡檢作業之效能，更有效降低現場工安

事故的發生率，探討流程，以自動化管理作業取代人工，預期將可有效將低

人 為 疏 失 的 風 險 ， 因 此 在 參 考 各 國 際 大 廠 的 設 備 巡 檢 作 業 後 ， 採 用

『RFID+PDA+信息管理平台』三合一之應用服務，打造一套「台塑網 RFID

到位巡檢系統」。要落實巡檢作業，最基本的要求便是要求人員確實到位。

以往欠缺的管理功能，都在巡檢管理平台上獲得。藉由設備巡檢作業的自動

化管理，公司主管隨時都能審視最新設備運作狀況信息，如果現場設備機器

一發生異常，即能透過自動化流程簽核機制，落實異常處理、維護與修復的

追蹤與稽核 [RFID 世界網  2008.07]。  

工安事件之發生經調查發現多半以巡查作業不確實所致，並且監視器雖

可即時監視工廠狀況但範圍有限。因此結合 RFID 技術及個人數位助理 P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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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巡查檢點系統，利用 RFID 的辨識功能及 PDA 的行動優勢，連接資料庫

上傳巡查檢點資料給管理者提供機具設備或區域環境的相關資訊，加強巡檢

工作的即時性及正確性，降低因巡檢不確實所導致無法事前預防工安事件發

生之機會 [鄭仁豪，2008]。  

 

七、RFID 應用於設施設備維護管理相關文獻  

C h i e n - H o  K o  ( 2 0 0 9 ) 將 R F I D 技術應用於建築物的維護保養，利用

R F I D 可快速傳遞資訊的優點確保建築物設施的功能皆可正常使用，並根據

研究的實驗結果顯示利用 R F I D 技術可確實的改進社施以及設備的維護保養

效率 [Ch ien -Ho  Ko，2009 ]。  

Pradhan,  A.等人 (2009)  期盼利用 RFID 技術解決當維護人員須即時維修

設備時卻無從得知設備位置之窘境，作者也於卡內基大學內做了實地測試，

結果顯示利用此方法可確實達到準確定位之目的 [Pradhan,  A.，2009 ]。  

C h u n - T a  T z e n g 等人 (2008 )利用 R F I D 技術結合室內裝飾材，並依照實

際狀況與現場模擬實驗，分別測試距離、材料、頻率以及放置角度對於室內

裝飾材與 R F I D 間的讀取效率 [Chun- Ta  Tzeng，2008 ]。  

李瀟瀟 ( 2 0 0 8 )以 R F I D 技術為方法建構 RFID We b-based 消防安全設備

維護管理系統，藉由 R F I D 標籤須到位進行資訊存取之概念減少消防設備維

護不全之情形，透過設備維護 E 化作業使相關人員得以迅速檢視維護狀況，

督導業主確實遵守消防法規並增進維護人員查驗效率及限期改善是否完成

[李瀟瀟，2008 ]。  

E s in  E rgen 等人 ( 2 0 0 7 )共同提出利用 R F I D 技術來追蹤設施的零件與維

護歷史的一份報告，在卡內基美隆大學將 R F I D 標籤放置在消防設備閥門，

做出一個長達六十天不間斷的研究，試圖建立出一個真實的環境，模擬 t a g

的識別、資料的存取，追蹤其壽命鑑定維修工作。結果證明目前市面上販售

的主動式 R F I D 技術的效果在充滿金屬物體以及不同的阻礙物的建築環境是

令人滿意的呈現，並由環境安全衛生部門記錄維護資料，確認 R F I D 技術可

以幫助設施管理流程 (資料的寫入、交換、取出 )，並且在每日設施管理流程

工作基準上確立 R F I D 技術的可行性以及可靠度 [Es i n  E rgen 等，2007 ]。  

Legne r (2006 )提出歐洲第二大機場法蘭克福機場的營運公司認為唯有良

善的設施管理流程才可以提昇工程品質，所以整合 R F I D 技術應用在它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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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管理與設施維護系統。並證明可提高不同種類的設施的維修和保養，及維

護和修理的歷史記錄也可快速搜索性、減少工作人員手工記錄的錯誤，並遵

守強制保養計劃和安全規則，另外收集的數據，也可用來預測 -維護未來的

問題應用 [ L e g n e r  a n d  T h i e s s e，2006 ]。  

石豐銘 ( 2 0 0 5 )提出 HOUNDware 公司研發出一資訊系統，其能自動與

裝置 R F I D 標籤之施工器具與設備整合，進而減少維修作業時間、追蹤器具

之使用狀況及延長器具之使用壽命 [石豐銘，2005 ]。  

 

貳、防火材料介紹  

一、防火材料介紹  

防火建材依火災各階段防火性能要求之不同，可分為防焰材料、耐

燃材料、防火構造材料及防火設備，其設計及使用分別由消防法以及建

築法系所規範，其性能基準則依商品檢驗法以及國家標準所規定 [財團法

人建築中心，2007]。  

  防焰材料  

防焰材料主要用途在於防止起火，必須具有防止因微小火源接觸而

起火與延燒，在火源消失後具有輕易自我熄滅等特性。  

  耐燃材料  

耐燃材料的主要性能應能使火勢燃燒不易擴大，燃燒時發熱量低，

發煙即有毒氣體的生成量低。其分類有耐燃一級至三級，分別為不燃材

料、耐火板以及耐燃材料。  

  耐火構造材料  

防火構造材料主要用途為限制火災的擴展，種類有防火被覆材料、

防火隔間牆壁、防火門窗、樑、柱以及樓板等。其必須具備一定程度之

防火時效以及阻熱性兩個特性。  

 

二、防火安全區劃介紹  

防火門與防火安全區劃的相互關係密不可分，因防火門為防火安全

區劃中阻隔火勢延燒的重要項目。隨著建築樓層的增高與面積增大，消

防搶救日漸困難；因此，參考船艦內部分隔獨立的隔艙設計觀念，倘建

25 



無線射頻辨識技術(RFID) 於防火門之流向管理應用計畫 

築物某區發生火災僅至多該區燒毀，而非全區燒毀，這是一種火災風險

管理的想法 [雷明遠，2001]。  

建築防火安全區劃主要功能在於防止火災擴大延燒以及增加人員逃

生的時間，其構成方式係以防火樓板及防火牆將建築物區劃成數個立體

空間區劃，以便將區劃內之火勢侷限於起火區劃內不會向其他區劃擴

展。但為了生活機能的需要，必須於區劃構件設立開口部，在以防火構

件保護之。例如人物的進出、採光、通風以及管線等等，必須穿越防火

區劃，就必須以防火構件加以補強 [蔡銘儒，2001]。  

所謂防火安全區劃是限制法的具體實現，防火安全區劃的意義主要

在限制與隔離火災危害因子 (如表 1-6 所示 )。  

表 1-6 防火安全區劃之目的及功能要求  

目的  
1 .  限制火災危害因子  
2 .  隔離火災有害因子，提供人員避難行為行動時的安全空間  

功能要

求  

1 .  從火災發生起，在避難通道 (走廊、樓梯、排煙室 )不得有

煙、熱氣及火焰等火災產物侵入，直至室內人員完成避難

為止。  
2 .  火災持續燃燒時間內，限制向鄰近空間及上、下樓層擴大

延燒。  
甲、防止牆壁、樓板的破壞貫穿及熱傳導引起的燃燒。  
乙、防止開口部 (門窗 )噴出火焰、熱氣及輻射引起的燃燒。

丙、防止火焰、煙氣自貫穿風管、管理傳播擴散。  

(資料來源：蔡銘儒，2001) 

 

防火安全區劃依其目的及功能需求，廣義來說可區分為防火區劃、

防煙區劃及安全區劃  (如表 1-7 所示 )。  

表 1-7 防火安全區劃的類型  
區劃類

型  
區劃之功能目標  區劃構成  

防火區

劃  

以防止火焰擴大及侷限延燒範圍為目

標。要求具有一定時間以上之耐火性

(主要為遮焰性 )，亦可兼具遮煙性 (兼
防煙區劃 )。  

以耐火構造之牆壁、

樓梯，以及防火設備

如防火門窗構成為原

則。  

防煙區

劃  

為控制煙的擴散及流動而設置的區劃，

並不需要求如同防火區劃一般的遮焰

性，但需要求遮煙性。一般認定為與防

火 區 劃 或 安 全 區 劃 不 同 之 垂 壁

(Cur ta in)區劃。  

以具有氣密性不燃材

料構成區劃為原則。

固定垂板 (壁 )或活動板

(幕、捲簾皆可採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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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劃類

型  
區劃之功能目標  區劃構成  

安全區

劃  

為確保人員避難安全而必須防止火焰、

煙氣侵入避難通路及提供熱遮性保護所

設置的區劃。依循避難的通路，走廊、

大廳、附室等以不燃區劃構成。  

以 具 有 某 程 度 耐 火

性、氣密性之耐火材

料構成區劃為原則。  

(資料來源：蔡銘儒，2001) 

 

防火區劃之構件在火災發生時應保持以下性能 [雷明遠， 2001、蔡銘

儒，2001]：  

1 .完整遮焰性：區劃構件或其接合都未產生龜裂、間隙，致有礙避

難行動之高溫氣體及火焰並未洩漏竄出。  

2 .隔煙性：在非加熱面 (非曝火面 )，未產生有礙避難行動之漏煙或

區劃構件本身冒煙。  

3 .熱絕緣性：牆壁、地板、防火門之非加熱測表面溫度 (背面溫度 )

應避免引起背面空間易燃物之著火燃燒及避難人員因接觸造成

的燒傷。各國對於背面溫度值要求不一，我國與日本規定不超

過 260℃ (即木材出火危險溫度 )。  

4 .構造穩定性：未發生耐火上或構造耐力上有害之變形或破壞脫

落。  

 

三、防火門介紹  

防火門 (Fi re  Door)依據 NFPA 80 中定義，防火門乃是能夠供同提

供開口部一定程度之防火保護之任何門扇、門樘、五金及其他配件之組

合 [Nat ional  F i re  Protect ion  Associa t ion ,  2007]。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的第七十五條將防火門窗歸屬於防火

構造中的防火設備  ，第七十六條對於防火門窗有其定義，防火門窗係

指防火門及防火窗，其組件包括門窗扇、門窗樘、開關五金、嵌裝玻

璃、通風百葉等配件或構材。並且單一門扇面積不得超過三平方公尺。  

防火門耐火性能試驗，主要依據國家標準 CNS11227 規定辦理，

根 據 防 火 時 效 與 符 合 項 目 作 為 分 類 基 準 ， 可 依 據 防 火 時 效 分 為

30min、60min、120min 以及 240min 四種等級；非加熱面以不超過

260℃則分為 A 種防火門，反之則為 B 種防火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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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防火門安裝門框的部分，需注意牆面介面是否穩固；門扇固定時需

注意上邊與側邊門縫寬度需小於 3mm 以利膨脹條遇熱膨脹時阻隔煙霧

通過，門底須留 1mm 的門縫，以利逃生所需的空氣；五金配件的安裝

需確認與認證型式相同；門扇上若有挖孔，則需以防火材料作填縫處理

[莊雅真，2003、公共工程委員會，2008]。  

 

四、防火門現況相關文獻   

目前防火材料欠缺完善的管理機制，造成黑心商品充斥市面，使廠

商研發意願低落 [陳詠詩，2005]。部分不肖業者為搶攻市場，以矇混的

手段，賣出與報告書不符的產品，造成使用者與政府對市場管理部分產

生很大的困擾，必須倚靠防火門及消防等相關單位執行檢查並建立出廠

證明制度來確保品質 [李豐榮，2003]。另外，防火門是否能確實達到防

火效能，與整個門扇、門橖、五金及其他配件之組合都有關係 [石忠

榮，2004]，施工安裝上亦必須合乎工法，才能確保防火時效 [莊雅真，

2003]，因為若這些五金配件在火災時產生變形等情形以致失效破壞了

門扇之完整性，都極有可能影響門之整體防火性能 [馮本全，2004]，建

議國內市場管理機制參考 Underwri ters  Labora tor ies  (UL)前後市場管

理機制，對於防火門品項建議採取標籤實報實領模式 [陳詠詩，2005]，

且可以保險理念建立建築防火材料品質驗證制度，透過風險轉移的方

式，將保險公司一起拉入監督的機制中，提高落實品質管理之廠商能夠

降低保險費用這種實質回饋，降低防火市場管理問題 [周智中，2000]。

至於防火門同型式判定管控不良方面，肇因於主管機關監督無方、防火

門市場管理制度不完善等諸多管理實務上的缺失，影響建築用防火門防

火效能品質甚鉅，因此研究提出國內建築用防火門同型式判定之管理相

關改善建議與實施程序 [吳秉融，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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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防火門現況問題探討  

透過第一章的防火門管理現況文獻回顧後發現政府的防火門管理制度皆

必須有法源作為實際執行之依據，因此本章將介紹防火門所牽涉的法律規範

並深入了解各法條中所涉及的主辦機關或主管機關，以及其在防火門生命週

期中所扮演的角色，最後以文獻回顧加上專家訪談方式整理出現防火門管理

過程可能之問題。  

 

第一節  建築生命週期在使用防火門的相關法規  

 

一般建築物生命週期可分為規劃階段、建造階段、施工階段、使用維護

階段以及拆除重建階段。就主管機關的觀點而言，依據建築法中的第二章建

築許可、第五章施工管理、第六章使用管理以及第七章拆除管理，建築生命

週期可分為建造執照審查階段、施工查驗階段、使用執照核發階段、使用管

理以及最後拆除管理五個階段。防火門所涉及的部分為建造執照審查階段、

施工查驗階段、使用執照核發階段以及使用管理四個階段。其中防火門的建

築許可與施工管理階段，其設計與施工方式必須符合建築技術規則 (建築設計

施工篇第三章與第四章 )；使用管理階段則必須符合建築法第六章使用管理、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與申報辦法以及建築物室內裝修管理辦法。  

壹、建築法有關防火門等相關規定  

  建築法第二章  建築許可  

主管建築機關根據規定審查工程圖樣及說明書 1 ，並核發其建造

執照。建物建造完成後應請領使用執照 2 。  

  建築法第五章  施工管理  

主管機關於工程中必須執行勘驗作業 3 ，當發現有危害公共安全

者，可勒令停工或改善；必要時可強制拆除 4 。  

  建築法第六章  使用管理  

                                                
1  建築法第三十四條。  
2  建築法第二十八條。  
3  建築法第五十六條。  
4  建築法第五十八條。  

29 



無線射頻辨識技術(RFID) 於防火門之流向管理應用計畫 

建築工程完成後，應由起造人會同承造人及監造人申請使用執

照。其主要構造、室內隔間及建築物主要設備等與設計圖樣相符

者，發給使用執照 5 。申請書需檢附建築物竣工平面圖及立面圖 6 ，

當有變更防火區劃應申請變更使用執照 7 ，後續使用在室內裝修材料

也必須符合建築技術規則之規定 8 。  

                                               

貳、建築技術規則有關防火門等相關規定  

  建築技術規則第三章  建築物之防火  

防火設備種類有防火門窗、撒水幕以及其他主管機關核定認可

設備 9 。根據第七十六條所規定，防火門窗係指防火門及防火窗，其

組件包括門窗扇、門窗樘、開關五金、嵌裝玻璃、通風百葉等配件

或構材，防火門之門扇寬度應在七十五公分以上，高度應在一百八

十公分以上，單一門扇面積不得超過三平方公尺 1 0 。  

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有關防火門等相關規定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訂定建築物使用行為的主體與

責任歸屬，要求所有權人、使用人有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之責任，並定

期委請具資格者檢查簽證，其結果向當地主管機關申報 [ 周智中，

2000](如圖 2-1 所示 )。  

 

 

 

 

 

 

 

 

 

 

 
5  建築法第七十條。  
6  建築法第七十一條。  
7  建築法第七十三條。  
8  建築法第七十七條之二。  
9  建築技術規則第七十五條。  
1 0  建築技術規則第七十六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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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之作業流程圖  

(資料來源：周智中，2000、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 )  

 

肆、建築物室內裝修管理辦法有關防火門等相關規定  

為確保大眾生命、財產之安全，降低因室內裝修引發之公共意外事

故，依照建築法地七十七條之二第四項之規定，訂定「建築物室內裝修

管理辦法」 [陳泓文，2006]，其中包含對於室內裝修材料明確規範，期

望可透過明文規定使用防火材料，以降低建築物火災發生時所造成之傷

害。  

伍、內政部審議行政院交議特種建築物申請案處理原則關於防火門規定  

因用途、構造特殊以致適用建築法確有困難之建築物，得建請行政

院核定為特種建築物，免適用建築法全部或一部之規定。因此得不適用

建築技術規則所規範 1 1 。  

 

                                                
1 1  內政部審議行政院交議特種建築物申請案處理原則第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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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防火門品質認證相關法規  

 

過去鐵製防火門僅根據舊版建築技術規則以鋼板厚度來檢視是否合格，

不必經耐火試驗，而木質防火門才須測試耐火程度 [莊雅真，2003]。經濟部

標檢局為國內專責商品檢驗機關，建築用防火門原屬營建署管轄而在八十七

年十一月二十五日由經濟部公告為檢驗商品，並自八十八年五月一日起開始

實施檢驗，至此防火門檢驗始適用於經濟部商品檢驗法，並以國家標準 (過去

稱之中國國家標準 )CNS11227 建築用防火門耐火試驗標準予以認可。  

壹、商品檢驗法有關防火門等相關規定  

防火門為應施檢驗公告之商品，因此防火門之輸入及輸出皆必須接

受檢驗 1 2 ，國內的防火門商品得定期接受抽驗 1 3 ，經檢驗不合格主管機

關得不予以進口或是得命令其停止生產、製造、陳列或銷售 1 4 。  

                                               

貳、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應施檢驗公告有關防火門等相關規定  

  經 (87)商檢字第 87261260 號 1 5  

將防火門 (包含金屬門與木製門 )相關等五項商品，列為應施進口、國

內市場檢驗暨品質管制、分等檢驗商品品目。於八十八年五月一日起實

施。  

  經授標字第 09120050370 號 1 6  

將防火門 (包含金屬門與木製門 )相關等五項商品，實施型式認可

之逐批檢驗，自民國九十二年一月一日起實施。驗證登錄模式採取

二加三模式。  

参、商品驗證登錄辦法有關防火門等相關規定 1 7  

  型式試驗模式 (模式二 )：申請人或其生產廠場應提出其產品之代表樣

品及相關技術文件，原型式一致。   

  符合型式聲明模式 (模式三 )：申請人應確保及聲明其生產廠場所製造

之產品與模式二之向標準檢驗局或其所屬分局 (以下簡稱檢驗機關 )或

標準檢驗局認可之指定試驗室取得符合檢驗標準之型式試驗報告。  

 
1 2  商品檢驗法第六條，應施檢驗之商品，未符合檢驗規定者，不得運出廠場或輸出入。  
1 3  商品檢驗法第十條。  
1 4  商品檢驗法第十二條。  
1 5  經濟部公報第三十一卷第二期，頁數六十四頁。  
1 6  經濟部公告第三十四卷第二十八期，頁數一一０至一一八頁。  
1 7  商品驗證登錄辦法第 3 條  驗證登錄符合性評鑑程序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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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建築用防火門同型式判定原則 1 8  

為簡化建築用防火門檢驗作業，規定同型式防火門能夠更動部分內

容，向原型式試驗單位提出申請判定，其容許五金更換與尺寸變化等

等。   

伍、建築新技術新工法新設備及新材料認可申請要點關防火門等相關規定  

建築新技術、新工法或新設備，適用建築技術規則確有困難者，得

試用本要點 1 9 。或是已定國家標準而非屬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公告應施檢

驗品目之特殊或國外進口材料及設備，申請適用於建築物者或本規則及

其授權訂定之規範規定應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定合格者，準用本要點

辦理 2 0 。  

)  

陸、國家標準 CNS11227 建築用防火門耐火試驗法  

此試驗法當實務尺度在 3m2 以上時得以以 3m2 作為試驗面，但厚度

必須與實務相同 2 1 ，並規定其防火門試驗方式以及試驗結果的分類根據

防火時效與符合項目作為分類基準 2 2 (如表 2-1 所示

表 2-1 我國 CNS11227 防火門判定合格基準  
種類  

 防火性能要求  
A B

1.  未產生防火上之有害變形、破損、脫落等變化

者。  
ˇ ˇ

2.  未產生通達試體非加熱面之火焰及有害於防火

門之列系、孔穴。  
ˇ ˇ

3.  試驗體周邊各部分之中間，其反曲或撓度之變

形量不得超過 l 2 /6000。  
ˇ ˇ

4.  試驗體非加熱面未產生火焰。  ˇ ˇ

耐
火
加
熱
試
驗 

5 .  背面空間溫度，不得超過 260℃。  ˇ  

衝
擊 

試
驗 

6 .  加熱試驗終了 30 分鐘內，以 10kg 砂袋撞擊

後，試驗體未破壞，未產生裂縫、未貫通，或

未產生脫落、鬆開者。  
ˇ ˇ

試
驗
結
果 

噴
水 

試
驗 

7 .  加熱試驗終了後 10 分鐘以內之試驗，於距離

6m 處用口徑 28.6mm，管口壓力 0.21N/mm2

之水柱，向試體加熱面中央部位噴水 60 秒，

未產生裂縫、開孔為合格。  

見
合
格

基
準
備

註 

                                                
1 8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經標三字第 0 9 13 0 0 0 7 9 7 0 號令。  
1 9  建築新技術新工法新設備及新材料認可申請要點第二點。  
2 0  建築新技術新工法新設備及新材料認可申請要點第十五點。  
2 1  國家標準 CN S 1 1 2 2 7 建築用防火門耐火試驗法第 2 . 2 節。  
2 2  國家標準 CN S 1 1 2 2 7 建築用防火門耐火試驗法第 5 ~ 8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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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類  
 防火性能要求  

A B

室

溫

遮 煙

試

驗 8.  加熱試驗過程中經 30 分鐘後 (耐火 15 分鐘之

防火門為 15 分鐘 )，測定兩面空氣壓力差為

9.8Pa、19.6Pa 以及 29.4Pa 時之通氣量。  

合格基準備註：加熱試驗、衝擊試驗以及噴水試驗，採用同型式且完整之

兩組防火門，一組採正面，另一組採背面，其結果均須合格。衝擊試驗與

噴水試驗擇一試驗即可。室溫遮煙試驗得視實際需要進行。  

(本研究整理自國家標準 CNS11227 和蔡銘儒，2001) 

 

所有防火門基本上均符合項目 1~4 之基準，此類防火門稱為 B 種

防火門，若該防火門亦符合項目 5 基準，則稱為 A 種防火門，亦即類

似英國所稱之絕緣門 ( Insula ted  Door)或美國之溫昇門 (Temperature-

r i se  Door) [蔡銘儒，2001]。  

 

第三節  防火門生命週期中相關組織  

 

根據前兩節敘述建築相關法規以及商品檢驗相關法規發現防火門生命週

期所牽涉的組織眾多，本章節將詳細的分類敘述。  

壹、主管建築機關  

依據建築法規定主管建築機關 (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

府而在縣 (市 )為縣 (市 )政府 2 3 )負責設計審核、建造執照核發、施工檢

查、竣工檢查以及使用執照核發，並辦理使用管理、公安檢查、室內裝

修等審查許可工作。  

                                               

 貳、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係依據經濟部組織法成立之國家最高商品檢驗機

關，主要任務為國家標準編修以配合經建計畫、工業政策執行商品檢

驗，以提高產品之國際競爭力及保障消費者權益；推行國際標準品質保

證制度及環境管理系統，以提升我國品質保證及環境管理水準。凡經經

濟部公告為應施檢驗之品目，須經標檢局檢驗合格，始得輸出、輸入或

在國內市場陳列銷售 [標檢局網站，2008.07]。  

 
2 3  建築法第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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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委託檢驗測試單位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防火實驗中心  

  國立成功大學防火安全研究中心防火實驗室  

  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材料實驗室  

 

肆、評定中心  

有關建築防火材料審核認可之審查與評定工作，中央主管建築機關

(內政部營建署 )，委託評定中心負責執行。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金會建築性能評定中心  

  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防火材料評定中心  

 

第四節  現況防火門生命週期相關組織與適用法規整理  

 

根據前述歸納整理，本研究整理出防火門相關權責單位以及適用法規 (如

表 2-2 所示 )。  

表 2-2 我國防火門品質認證之組織體系表  

種類  管理法源  
引用標

準  

主

管

機

關  

檢

測

試

驗

單

位

評

定

單

位  

審

核

認

可

單

位  

標

示

認

證

單

位  

使用

管理

單位  

備
註 

3m*3m
以下之

防火門  

商品檢驗法  
應施檢驗公告  

國家標

準

CNS112
27 

標

檢

局  

委

託

檢

驗

測

試

試

驗

室  

標
檢
局 

標
檢
局 

國
外
進
口
得
重
新
試
驗 

3m*3m
以上之

防火門  

建築新技術、新

工法、新設備及

新材料審核認可

申請要點  

國家標

準

CNS112
27 

營

建

署  

委
託
檢
驗
測
試
試
驗
室 

評

定

中

心  

營
建
署 

無  

地
方
主
管
建
築
機
關 國

外

測

試

報

告

亦
可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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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前述防火門生命週期中相關法規以及組織，本研究依防火門種類分

別繪製出生命週期流程圖 (如圖 2-2 及圖 2-3 所示 )。  

 

 

 

 

 

 

 

 

 

 

 

 

 

 

 

 

 

 

圖 2-2 3m*3m 以上防火門生命週期流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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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3m*3m 以下防火門生命週期流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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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現況問題說明  

 

本研究訪談結果發現現行制度具有許多問題：防火門廠商一般都為鐵工

廠或是木工廠，且除了防火門外也生產非防火門商品，因此廠商為規避工廠

查驗模式，往往於防火門門扇組立完成後並未直接貼附經濟部防火門認可標

識，而是先行包裝、倉儲最後出貨 (如圖 2-4 所示 )。當防火門扇運送工地現場

時，門扇上並無經濟部標檢局防火門商品檢驗標識但仍直接施工安裝，待竣

工檢查前，防火門廠商於此時才會將經濟部防火門標識貼附於門扇上 (如圖 2-

5 所示 )，以此作業方式規避標檢局的市場抽查以及施工查核。  

 

 

 

 

 

 

 

 

 

 

 

 

 

圖 2-4 現行防火門出貨流程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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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現行防火門現場貼附經濟部標檢局防火門商品檢驗標識流程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防火門本身不似標檢局其餘公告檢驗商品具有市場可提供市場抽驗的監

督機制，再加上標檢局與主管建築機關並無針對防火門作資訊交換，使得標

檢局對於防火門市場流通情形的掌握無法徹底，一般皆藉由民眾提報檢舉後

標檢局才始以對該扇防火門進行檢查來辨別真偽 (如圖 2-6 所示 )。民眾檢舉為

被動之處理方式，且防火門之相關知識過於專業，一般民眾無從得知防火門

的真偽優劣，且標檢局皆從民眾舉報之方式去追蹤，使得劣質廠商所生產之

防火門得以於市面上流通不易為標檢局所追蹤。根據專家訪談得知，民眾檢

舉的方式無法有效嚇阻非合格防火門存在於市面，反而淪為廠商互相攻擊的

手段，另外根據專家訪談的內容亦得知現場抽查防火門不合格比例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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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民眾檢舉防火門-標檢局防火門市場抽驗流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主管建築機關對於防火門此一品項的管理，透過與之訪談得知大致為文

件審查，審查文件有出廠證明書、經濟部商品驗證登錄書、試驗報告書以及

若有更改設計時須檢附同型式判定報告書。雖然標檢局提供網路查詢是否登

錄相關資料，但主管建築機關因人力受限無法逐一確認，因此僅就文件內容

審查 (如圖 2-7 所示 )。在使用執照核發的階段，由建築師審核後主管建築機關

備查即可批准通過，且公安申報雖需要現場查核 (如竣工檢查以及公安申報抽

查 )，但也僅目視有無經濟部標檢局防火門商品檢驗標識 (如圖 2-8 所示 )。  

 

 

 

 

 

 

 

 

圖 2-7 主管建築機關對於防火門品項檢查流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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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主管建築機關現場查核經濟部標檢局防火門商品檢驗標識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第六節  小結  

 

防火門本身屬於建築構件材料為建築法系規範並由主管建築機關管轄；

另外，防火門也被視為是單一完整商品，由商品檢驗法系所規範，其主管機

關為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建築法系與商品檢驗法系並行互不抵觸，但在執行

商品檢驗法中的市場管理監督機制時，一般商品皆會進入流通市場供標檢局

抽查檢驗之機制，但防火門商品皆直接從工廠送至工地施作安裝，並無直接

的流通消費市場且工地端的管轄權又屬建築法系所規範，致使防火門因參與

的主管機關過多且分屬不同性質，使得其中資訊無法有效傳遞且缺乏快速分

享機制的問題造成主管機關各自擁有彼此對於防火門的資訊，形成目前防火

門市場管理上雖有相關制度配合管理，但實際對於防火之流向卻不易管控，

並且也無法進行資訊分享的情況發生，也因此導致防火門之檢查以及流向管

理作業中產生許多灰色地帶，造成防火門市場之混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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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RFID 技術導入建築用防火門市場管理模式修正 

第三章 RFID 技術導入建築用防火門市場管理模式修正  

 

由第二章防火門現況探討得知防火門現有的許多問題，以不改變任何法

規與制度流程的考量下，資訊流通乃首先最迫切需要解決的課題，而 RFID 技

術則提供了一個可行的解決方式。RFID 標籤本身可視為一個簡易型可攜帶式

資料庫，在不需任何後端資訊管理平台支援的情況下仍可作為傳遞資訊的媒

介，非常適合應用於防火門生命週期管理中跨組織資訊流通性質。另外，在

利用 RFID 標籤具有 Auto-ID 與 UID(unique-ID)的特性並搭配應用後端資訊

管理平台，可建構起防火門的產銷履歷制度，完整的資訊流通管道首先可提

供標檢局作為查核防火門的主要資訊來源，對於其餘的主管機關則增加對於

防火門此一品項的了解，以購買者來說建構起 RFID 產銷履歷制度能提供一個

簡易的查詢平台，並且防火門的品質確認後才能確保建物安全 (如圖 3-1 所

示 )。  

 

 

 

 

 

 

 

 

 

 

 

 

 

圖 3-1 防火門透過標檢局 RFID 防火門商品檢驗標識達成資訊串連

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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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已於前一年度將 RFID 技術導入防火門生命週期管理流程做一個整

體系統規劃，然而為了確保本研究所提之模式內容能符合實際需求故本研究

於今年度計畫中再尋求多方專業意見，針對 RFID 導入建築用防火門市場管理

流程每一個環節重新評估及修正，最後將本模式區分為 RFID 導入防火門型式

驗證階段規劃、導入核發防火門認證標識階段規劃、導入監造於防火門工廠

檢查階段規劃、導入防火門廠商出貨管理階段規劃、導入現地材料查驗階段

規劃、導入施工管理階段規劃 (竣工檢查與使用執照核發 )、導入防火門使用維

護階段規劃 (公安檢查申報 )，以及 RFID 標識於現場檢查資訊流 (如圖 3-2 所

示 )。其中在施工驗收時原需重新鍵入防火門相關之實際資料 (如外觀尺寸 )，

由於在最後階段在填寫防火門資料將可能使資料不一致 (即原資訊與新資訊不

一致 )，倘若有未被查出部分將於該建地實際營運時使用，對於本模式之公信

力可能造成影響，因此經由專家討論結果本研究將此部分 (填寫防火門實際尺

寸資料部份 )予以刪除確保模式之實用性 (修正差異如表 3-1 所示 )。  

 

 

 

 

 

 

 

 

 

 

 

 

 

 

 

圖 3-2 模式修正前後差異流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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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模式前後差異表  
修正前  修正後  說明  

RFID 導入防火門型

式驗證階段  
RFID 導入防火門型

式驗證階段  
無。  

RFID 導入核發防火

門認證標識階段  
RFID 導入核發防火

門認證標識階段  
無。  

RFID 導入防火門工

廠查驗階段  
RFID 導入防火門工

廠查驗階段  
無。  

RFID 導入防火門廠

商出貨管理階段  
RFID 導入防火門廠

商出貨管理階段  
無。  

RFID 導入現地材料

查驗階段  
RFID 導入現地材料

查驗階段  
無。  

RFID 導入施工驗收

階段 ( 須填寫實際完

工尺寸 )  

RFID 導入防火門施

工驗收階段 (毋須填寫

實際尺寸資訊 )  

本研究經專家訪談與討論

結果，認為建築師最後填

寫實際完工尺寸時並無明

確 機 制 可 回 饋 於 前 述 步

驟，可能造成前後資訊不

對稱之情形，故本研究刪

除此階段以更符合實際邏

輯。  

RFID 導入施工管理

階段規劃  (竣工檢查

與使用執照核發 )  

RFID 導入施工管理

階段規劃  ( 竣工檢查

與使用執照核發 )  
無。  

RFID 導入防火門使

用維護階段規劃 ( 公
安檢查申報 )  

RFID 導入防火門使

用維護階段規劃 (公安

檢查申報 )  
無。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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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型式驗證階段規劃  

 

此階段為防火門製造廠商申請試驗過程，試驗通過後便可取得型式試驗

報告書，以及取得標檢局 RFID 防火門認證標識使用資格與登錄序號 (如圖 3-

3 所示 )。  

 

 

 

 

 

 

 

 

 

 

 

 

 

圖 3-3 防火門型式驗證申請試驗流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第二節  核發防火門認證標識階段規劃  

 

根據標檢局防火門標識使用辦法，廠商係自行印製標籤。本研究擬定新

制 RFID 防火門標識流程，則修改由產品驗證機構讓廠商實報實領 RFID 防火

門標識方式 (如圖 3-4 所示 )。初期規劃為不整合現有經濟部標檢局防火門標

識，朝向一個產品驗證生產履歷之證明標識內含 RFID 標籤，表面也可提供部

分資訊，供一般使用者無 RFID 讀取器之消費者觀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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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防火門標檢局 RFID 認證標識申請流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第三節  監造於防火門工廠檢查階段規劃  

 

過去大部分的監造並無執行防火門的工廠檢查步驟，根據本研究訪談的

結果得知，大部分監造在其餘材料是有所謂的工廠檢查步驟，例如鋼構的訂

製。而部分公共工程負責監造在防火門材料品項上，也有所謂的工廠檢查，

端詳防火門承包廠商是否真有製作防火門的能力。因此本研究大膽的將監造

工廠檢查納入防火門生產履歷中的規劃，監造可於廠商製作防火門的期間至

工廠檢視其生產流程與品質檢查，並將其記錄上傳至核發驗證單位之資料庫

中 (如圖 3-5 所示 )，可提供未來向使用管理單位申請使用執照核發上的監造

材料簽核的憑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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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防火門標檢局 RFID 認證標識申請流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第四節  防火門廠商出貨管理階段規劃  

 

此階段原為防火門廠商直接生產防火門門扇與配件至工地安裝，待竣工

檢查前才貼附鋁製標檢局認證標識供查核單位檢查。然而，若標識愈提早貼

附則愈容易進行管理，因此本研究規劃標檢局 RFID 防火門標識之貼附時機

與位置為出廠前貼附於門扇，以便後續的流程使用 RFID 作資訊串聯。本研

究根據工廠實地訪查的過程中得知，防火門於門扇生產完成後有一道門扇包

裝堆疊的程序，本研究認為可於此階段將 RFID 標籤於此階段置入，在包裝

的過程中一起將 RFID 標籤貼附於門扇上。出貨時需利用 RFID 讀取器擷取

晶片中的 UID，並將其回傳至產品驗證機構的資料庫中 (如圖 3-6~3-7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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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防火門貼附產品驗證機構的 RFID 認證標識與運送流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圖 3-7 防火門利用產品驗證機構的 RFID 認證標識出貨管理流程

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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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現地材料查驗階段規劃  

 

營建材料多數皆有各自查驗機制 (如混凝土、鋼筋等等 )而防火門目前則

無，主因在於防火門一樘價格不斐及材料試驗費用成本較大，僅部分營造商

與建築公司是有查驗動作 (例如需要 100 樘門則訂購 102 樘門，隨機抽兩樘門

進行裁切試驗，檢查是否與試驗報告書內部設計架構相符 ) 。本流程透過

RFID 提早貼附於門扇，可提供材料查驗提早啟動之判斷依據，可先透過

RFID 辨識基本資訊 (例如出廠廠商及工地名稱等資訊 )再觀察外觀，若有疑慮

可聯絡標檢局或產品驗證機構進行裁切試驗並出具試驗報告書 (如圖 3-8 所

示 )。  

 

 

 

 

 

 

 

 

 

 

 

 

 

 

 

圖 3-8 防火門運抵工地後材料查驗流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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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施工驗收階段規劃  

 

經過層層的防火門檢查機制後，防火門已按照防火門施工規則安裝完

成，經濟部防火門標識也必須貼附完成，監造可利用 RFID 讀取器讀取標籤於

產品驗證機構的資料庫中的資料進而判斷施工之正確性 (例如：外觀、尺寸與

五金配件等等 )，最後填入驗收之狀況傳回資料庫中，當然必要時也可與眾多

文件對照 (如圖 3-9 所示 )。  

 

 

 

 

 

 

 

 

 

 

 

 

圖 3-9 防火門安裝完成後施工查驗流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第七節  施工管理階段規劃 (竣工檢查與使用執照核發 )  

 

整個防火門生命週期中最重要的環節就是各地縣市政府使用管理單位與

工務單位，為防火門最後的管控單位。現行防火門竣工查驗流程，一般只觀

看試驗報告書、同型式判定報告書以及商品檢驗登錄書，再與防火門進行外

觀檢查。導入 RFID 標籤模式可額外提供公務單位檢查人員於防火門品項上的

檢查，透過 RFID 與後端資訊系統擷取重要資訊以供參考，防火門品項材料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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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監造簽章部分還可透過監造於資料庫記錄作為額外的發照憑據。後續仍可

利用 RFID 整合整體竣工檢查 (如圖 3-10 所示 )。  

 

 

 

 

 

 

 

 

圖 3-10 防火門竣工查驗流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第八節  使用維護階段規劃 (公安檢查申報 )  

 

現行的公安檢查申報實務的執行過程因專業不同與人力不足而僅查看試

驗報告書與商品檢驗登錄書等書面資料，現場檢查過程也只觀看有無防火門

認證標識，有貼附即可通過檢查，如此較不易辨識防火門品質，本研究希望

能夠透過 RFID 技術之導入，提供使管單位人員現場檢查時使用，可透過

RFID 防火門生產履歷資訊管理系統雛型，快速得知過去的一切資料，提升其

方便性與資訊透明化 (如圖 3-11 所示 )。  

 

 

 

 

 

 

 

圖 3-11 公安檢查申報防火門品項現場會勘流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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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節  R F I D 標識現場檢查資訊流  

 

透過 RFID 作為 Auto-ID 之使用，可快速從後端資料庫中找尋相關資料

並進行比對，過去歷程資料都呈現於平板電腦上。檢查人員於出發前先將資

料庫同步化下載至平板電腦中，檢查完成後再同步化更新資料庫，此模式主

要為因應現地環境網路的各種狀況 (如圖 3-12 所示 )。  

 

 

 

 

 

 

 

 

 

 

 

圖 3-12 防火門標識現場檢查資訊流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第十節  防火門於各階段導入 R F I D 之差異性說明  

 

本節利用製表的方式說明防火門生命週期各階段導入 RFID 之內容 (如表

3-2 所示 )，以及說明導入前後之差異 (如表 3-3 所示 )。  

表 3-2 RFID 導入防火門生命週期之各階段說明  

RFID 導入各階段名稱  說明  

RFID 導入防火門型式

驗證階段  

防火門製造廠商於生產銷售前需申請試驗，試驗

通過後便可取得試驗記錄報告及標檢局防火門認

證標識使用資格與登錄序號。  

RFID 導入核發防火門

認證標識階段規劃  
透過實報實領產品驗證機構的 RFID 防火門認證

標識的方式避免過往廠商自行印製標識造成造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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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D 導入各階段名稱  說明  

問題之產生。另外 RFID 具有獨一無二的 ID，能

做到每個防火門皆具有獨立的流水號，過去沒有

具有分辨單一防火門之流水號。再申請產品驗證

單位防火門 RFID 標識時，防火門廠商必須將此

批的外觀、尺寸與五金樣式說明清楚並紀錄於資

料庫中供後續查詢。  

RFID 導入監造於防火

門工廠檢查階段規劃  

將監造工廠檢查納入防火門生產履歷中的規劃，

廠商在製作防火門的期間，監造可前往工廠檢視

其生產流程與品質檢查並紀錄，提供未來向使用

管理單位申請使用執照核發上的監造材料簽核的

憑據。  

RFID 導入防火門廠商

出貨管理階段規劃  

於出廠前便將產品驗證機構的 RFID 防火門認證

標識貼附於門扇，防止日後偽造或調包等情事發

生，並可透過產品驗證機構的 RFID 防火門認證

標識內的 UID 與後續流程做資訊串聯。  

RFID 導入現地材料查

驗階段規劃  

透過貼附於門扇之產品驗證機構的 RFID 防火門

認證標識以作為提供材料查驗的資訊連結工具，

透過 RFID 標識內部之 UID 擷取資料庫相關資訊

與門扇外觀比對，若仍有疑慮則聯絡標檢局與防

火材料實驗室進行裁切，以便更加確實地完成查

驗動作。  

RFID 導入施工驗收階

段規劃  

導入 RFID 模式可省去許多閱讀相關文件的時

間，加快驗收人員取得該防火門相關資料之效率

作為防火門驗收之參考。  

RFID 導入施工管理階

段規劃  ( 竣工檢查與使

用執照核發 )  

防火門導入 RFID 檢查機制可省去許多閱讀相關

文件的時間，加快公務單位檢查人員閱讀文件之

效率；此外使用管理單位也可透過產品驗證機構

建立之資料庫內容參考建築物中防火門歷史資

料，查核監造於防火門品項的材料檢查是否落實

以作為核發使用執照之參考。  

RFID 導入使用維護階

段規劃 (公安檢查申報 )  

藉由 RFID 技術之導入提供使管單位人員現場會

勘時使用，透過簡單的操作得到有效的資訊，提

升查驗之便利性與資訊透明化，避免因人力或專

業不足，造成檢查之漏洞。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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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防火門生命週期各階段導入 RFID 與原模式之比較表  

RFID 導入各階段名稱  現今防火門管理模式  差異說明  

RFID 導入防火門型式

驗證階段  

防火門製造廠商於生產

銷售前需申請試驗，試

驗通過後便可取得試驗

記錄報告及標檢局防火

門認證標識使用資格與

登錄序號。  

RFID 管理模式與原模

式相同  

RFID 導入核發防火門

認證標識階段規劃  

原模式廠商不需向標檢

局報備標識之數量與情

形。  

增加使用登記以及核發

產品驗證機構 RFID 標

識。  

RFID 導入監造於防火

門工廠檢查階段規劃  
監造可前往防火門生產

地點進行材料抽檢。  

在監造前往工廠進行查

驗時會紀錄相關資料，

可 提 供 未 來 簽 核 的 憑

據。  

RFID 導入防火門廠商

出貨管理階段規劃  
原模式廠商出貨是不需

向主管機關報備。  

增加出貨報備，出貨時

須 進 行 核 銷 標 籤 之 動

作，使主管機關掌握出

貨資訊。  

RFID 導入現地材料查

驗階段規劃  

原模式監造對於防火門

的材料查驗，採取信任

標檢局認證標識以及廠

商出具的驗證登錄書，

對於防火門性能較無法

查核。  

使用 RFID 管理系統，

可自動擷取防火門的相

關訊息，使監造可以在

查驗防火門過程更加清

楚。  

RFID 導入施工驗收階

段規劃  

過去僅能針對安裝是否

合乎建築技術規則，品

質是否合乎表準，對於

防火門的防火性能採取

信任標檢局認證標識以

及 廠 商 出 具 驗 證 登 錄

書。  

透過 RFID 防火門生產

履歷資訊管理系統，從

一開使的生產樣式尺寸

皆必須記錄下來，施工

檢查過程中皆可檢視是

否依照當初設計。  

RFID 導入施工管理階

段規劃  ( 竣工檢查與使

用執照核發 )  

RFID 導入使用維護階

段規劃 (公安檢查申報 )  

原模式使用管理單位對

於防火門的材料查驗，

採取信任標檢局認證標

識及廠商出具的驗證登

錄書，對於防火門性能

較無法查核。  

增加防火門生產履歷管

理資訊系統，可提供使

照核發以及公安檢查的

參考依據。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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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節  小結  

 

本研究所提出的導入架構能夠促進防火門生命週期資訊的流通，讓主管

機關對於管理防火門此一品項減少反瑣的程序便可得知所有相關的資訊，進

而實際落實公共防火安全。透過產銷履歷的資訊透明化，對於標檢局能落實

不定期的抽查市面防火門的合格性，而對於主管建築機關則能增加了解防火

門合格性的系統以及紀錄每次公安檢查的歷程，最後對於消費者而言合格的

防火門能夠提升建物防火性能使生命財產更有所保障且目前對於防火門銷售

後之流向無從管理，透過本研究之管理模式可有效控管流入市場之防火門，

對於其市場需求等資訊皆能有效掌握。本研究所提出的模型架構，經由本研

究再度訪尋專家討論後以根據專業建議進行部份修正，在施工驗收時原需重

新鍵入防火門相關之實際資料 (如：外觀尺寸 )，由於在最後階段在填寫防火門

資料將可能使資料不一致 (即原資訊與新資訊不一致 )，倘若有未被查出部分將

於該建地實際營運時使用，對於本模式之公信力可能造成影響，因此經由專

家討論結果本研究將此部分 (填寫防火門實際尺寸資料部份 )予以移除確保模式

之實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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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RFID 防火門生產履歷管理資訊系統修正  

 

本研究已於去年度說明使用者對資訊系統之需求並分析出 RFID 防火門生

產履歷資訊管理系統應具備之功能，並根據分析結果規劃設計該系統，同時

詳細描述整體系統的運作架構與相關系統整合的情況。根據本研究今年度再

度訪尋專家討論結果，將原資料進行更新與修正。此章節首先說明系統情境

分析、系統功能分析及需求分析，並介紹系統開發環境、系統開發工具及系

統設備選用後，最後展示系統開發之內容。  

 

第一節  系統情境分析  

 

本研究為了使防火門生命週期中各參與角色皆能取得所需且一致之資

料，本研究亦規劃一防火門資訊管理系統，藉由前端查驗系統與防火門資訊

管理系統之配合來達到防火門生命週期資訊詳細紀錄於系統中，各階段參與

者皆能透過本系統查詢到防火門詳細資訊以及管理單位可明確掌握與追蹤市

場上防火門之流通。  

首先防火門廠商欲銷售防火門前必須先於本系統註冊帳號並登入系統

中，利用防火門 RFID 申請功能來申請 RFID 標籤，申請期間必須詳填關於該

防火門之基本資料 (例如：防火門批號、數量、耐火時效、尺寸、五金資訊、

型式試驗報告書、同型式試驗報告書、建築物地址、建造執照號碼等等 )，待

完成填寫後由系統通知管理單位審核，通過後便核發 RFID 標籤給予該申請廠

商且貼附於防火門表面，出貨時防火門廠商必須利用前端系統 (用戶端系統 )填

寫出貨相關資訊並上傳系統登錄 (如：出貨日期、防火門批號、數量、檢查人

等等 )，防火門進入施工地後各階段參與角色必須填入其所需資訊以供後續追

蹤管理之用，最後建築物竣工驗收完成後便為防火門於市場之使用與管理。

由於系統中已建置該防火門的詳細資訊，倘若日後相關單位作市場防火門抽

查時即可利用本系統查詢追蹤到與該批防火門相關之人、事、物等，提升主

管機關管控防火門市場流向之效率 (如圖 4-1 及圖 4-2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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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防火門資訊管理系統作業情境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圖 4-2 防火門資訊管理系統追蹤查詢使用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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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系統功能分析  

 

本研究將整體系統規劃分為具有硬體設備的前端系統 (用戶端系統 )，使用

於平板電腦搭配 RFID 讀取器。另一部份的使用者不需要 RFID 讀取器的部

分，則可以使用後端 Web-Based 的查詢系統 (如圖 4-3 所示 )。  

 

 

 

 

 

 

 

 

 

 

圖 4-3 RFID 防火門生產履歷管理資訊系統架構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壹、前端系統 (用戶端系統 )  

使用者只需以用戶端程式配合使用 RFID 讀取器，並於有網際網路之環

境，即可開始操作。前端系統 (用戶端系統 )使用者包含產品驗證機構、訂購防

火門之工地監造以及生產防火門之廠商等三大使用模組，各模組功能分別說

明如下：   

一、產品驗證機構核發模組  

產品驗證機構核發模組主要提供核發標籤單位核發標籤之用。管理者透

過前端系統 (用戶端系統 )顯示廠商由後端系統提出之申請，檢核申請資料後，

核發所申請之 RFID 標籤數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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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產廠商出貨管理模組  

生產廠商出貨管理模組提供防火門廠商一套簡便的出貨流程，防火門廠

商透過此模組建立出貨次號後，以 RFID 讀取器讀取該次號防火門個別的

RFID 標籤，進行出貨管理之動作。  

三、工地監造防火門查驗模組  

工地監造防火門查驗模組提供監造單位做工廠查驗、現地材料查驗及施

工驗收之工作。透過 RFID 標籤讀取，顯示該防火門相關資訊，監造單位依據

顯示資訊作檢核之動作。  

貳、後端系統 (防火門資訊管理系統 )  

本研究除了建置用戶端系統外，再規劃防火門資訊管理系統之目的乃是

提供防火門廠商及各單位一查詢與資料申請之平台，本系統係由使用者權限

模組、一般使用者查詢模組及生產廠商申請標籤模組等所構築而成，各模組

分別說明如下：  

一、使用者權限模組  

使用者權限模組乃在於提供系統辨識使用者使用系統之能力，藉由設立

系統使用權限可提升系統資訊的隱密性與安全性。  

二、一般使用者查詢模組  

一般使用者查詢模組係乃防火門生命週期中各階段成員明確將資訊填入

本系統，各階段成員皆能於本系統中查詢到各防火門的詳細資訊，詳細的資

訊紀錄將使得防火門於市場上的流通透明化。  

三、生產廠商申請標籤模組  

生產廠商申請標籤模組乃在於提供防火門廠商申請 RFID 標籤時的管道，

防火門廠商欲申請 RFID 標籤時必須於本系統中逐一填寫有關該防火門的相關

基本資料 (例如：防火門廠商名稱、施工建築物地址、防火門批號、數量、防

火時效等等 )，待管理單位確認核可後再行發放 RFID 標籤，由此控管市面防

火門之數量與流向。  

 

 

 

 

60 



第四章 RFID 防火門生產履歷管理資訊系統修正 

第三節  系統需求分析  

依據前面章節所做的規劃可將整個生命週期分為七個階段，本研究於各

階段之資訊需求乃架構與廠商及各階段相關單位之訪談，透過訪談進一步了

解實際操作時各階段使用者對系統之需求為何，使本系統於實際使用時可以

符合廠商及各單位之需求。本研究規劃之階段分為第一階段 RFID 導入防火門

型式驗證階段；第二階段 RFID 導入核發防火門認證標識階段 ( 如 表 4-1 所

示 )；第三階段  RFID 導入監造於防火門工廠檢查階段 (如表 4-2 所示 )；第四

階段 RFID 導入防火門廠商出貨管理階段 (如表 4-3 所示 )；第五階段 RFID 導

入現地材料查驗階段 (如表 4-4 所示 )；第六階段 RFID 導入施工驗收階段 ( 如

表 4-5 所示 )；第七階段 RFID 導入施工管理階段 (竣工檢查與使用執照核發 )  

(如表 4-6 所示 )；第八階段 RFID 導入使用維護階段  (公安檢查申報 ) ( 如表 4-

7 所示 )。本研究依據所提之 RFID 導入模式所規劃之系統應用方式為由第二

階段至第五階段，本系統提供使用者資料擷取與資料填入之功能，而第六階

段至第七階段則因無需填寫資訊故僅提供資訊查詢功能。  

 

表 4-1 RFID 導入核發防火門認證標識階段資訊需求  
讀取資訊  寫入資訊  

NO Information 
 

RFID 標籤 UID 
經濟部防火門標識編號  
經濟部驗證登錄證書編號  
型式試驗報告書編號  
引用同型式判定報告書編號

生產廠商  
外觀與尺寸  
防火時效  

五金配件資訊  
視窗資訊與尺寸  
建築執照相關資訊  
批號與數量  
業主名稱  
營造商名稱  
施做地點  

*註：粗體字表示該階段新增加內容 (包含讀取資訊或寫入資訊 )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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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RFID 導入監造於防火門工廠檢查階段資訊需求  
讀取資訊  寫入資訊  

RFID 標籤 UID 
經濟部防火門標識編號  
經濟部驗證登錄證書編

號  
型式試驗報告書編號  
引用同型式判定報告書

編號  
生產廠商  
外觀與尺寸  
防火時效  

五金配件資訊  
視窗資訊與尺寸  
建築執照相關資訊  
批號與數量  
業主名稱  
營造商名稱  
施做地點  

監造工廠檢查日期  
工廠檢查人人名  

*註：粗體字表示該階段新增加內容 (包含讀取資訊或寫入資訊 )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表 4-3 RFID 導入防火門出貨管理階段資訊需求  
讀取資訊  寫入資訊  

RFID 標籤 UID 
經濟部防火門標識編號  
經濟部驗證登錄證書編

號  
型式試驗報告書編號  
引用同型式判定報告書

編號  
生產廠商  
外觀與尺寸  
五金配件資訊  

視窗資訊與尺寸  
建築執照相關資訊  
批號與數量  
業主名稱  
營造商名稱  
施做地點  
監造工廠檢查日期  
工廠檢查人人名  

出貨日期  
出貨管理人  
防火門出貨次號  
出貨狀況  

*註：粗體字表示該階段新增加內容 (包含讀取資訊或寫入資訊 )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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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RFID 導入現地材料查驗階段資訊需求  
讀取資訊  寫入資訊  

RFID 標籤 UID 
經濟部防火門標識編號  
經濟部驗證登錄證書編

號  
型式試驗報告書編號  
引用同型式判定報告書

編號  
生產廠商  
外觀與尺寸  
五金配件資訊  
視窗資訊與尺寸  
建築執照相關資訊  

批號與數量  
業主名稱  
營造商名稱  
施做地點  
監造工廠檢查日期  
工廠檢查人人名  
出貨日期  
出貨管理人  
防火門出貨次號  
出貨狀況  

現地材料查驗日期  
材料查驗檢查人  
現地材料查驗狀況  

*註：粗體字表示該階段新增加內容 (包含讀取資訊或寫入資訊 )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表 4-5 RFID 導入施工驗收階段資訊需求  
讀取資訊  寫入資訊  

RFID 標籤 UID 
經濟部防火門標識編號  
經濟部驗證登錄證書編

號  
貨品號列  
型式試驗報告書編號  
引用同型式判定報告書

編號  
生產廠商  
外觀與尺寸  
五金配件資訊  
視窗資訊與尺寸  
建築執照相關資訊  
批號與數量  

業主名稱  
營造商名稱  
施作地點  
監造工廠檢查日期  
工廠檢查人人名  
出貨日期  
出貨管理人  
防火門出貨次號  
出貨狀況  
現地材料查驗日期  
材料查驗檢查人  
現地材料查驗狀況  

施工驗收日期  
施工驗收狀況  
 

*註：粗體字表示該階段新增加內容 (包含讀取資訊或寫入資訊 )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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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RFID 導入竣工與使用管理階段資訊需求 (使照與公安階段)  
讀取資訊  寫入資訊  

RFID 標籤 UID 
經濟部防火門標識編號  
經濟部驗證登錄證書編

號  
貨品號列  
型式試驗報告書編號  
引用同型式判定報告書

編號  
生產廠商  
外觀與尺寸   
五金配件資訊  
視窗資訊與尺寸  
建築執照相關資訊  
批號與數量  
業主名稱  

營造商名稱  
施做地點  
監造工廠檢查日期  
工廠檢查人人名  
出貨日期  
出貨管理人  
防火門出貨次號  
現地材料查驗日期  
材料查驗檢查人  
現地材料查驗狀況  
施工驗收日期  
施工驗收狀況  

NO Information 

*註：粗體字表示該階段新增加內容 (包含讀取資訊或寫入資訊 )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第四節  系統設備選用  

 

壹、電腦系統的選用：  

本研究考量前述的使用情境與功能分析後，將使用上分為兩種族群。一

類為需使用到 RFID 讀取器之族群，此類族群因需移動性較高，故配備筆記

型電腦或平板電腦安裝前端之 RFID 防火門產銷履歷管理資訊系統，整體架構

所需設備如圖 4-4 虛線所示。另一族群為檢核族群，不需使用 RFID 讀取

器，故使用後端 Web Base 系統查詢相關資料即可，整體架構所需設備如圖

4-4 所示實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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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電腦與系統相關配備規劃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貳、RFID 設備與頻段選用：  

本研究此次考量 RFID 設備的選用，思考為保密性高、市場佔有率高以及

設備與標籤成本便宜的高頻系統 (高頻設備只約超高頻設備的四分之一 )。另外

高頻抗金屬標籤比較起超高頻抗金屬標籤，高頻厚度僅需 1mm 超高頻則需

5mm，5mm 厚度過後無法貼附於防火門表面。  

 

參、RFID 設備選用：  

本研究基於鎖定 3m*3m 以下防火門及在檢查防火門時不論 RFID 標籤或

防火門合格標識皆是觸手可及的範圍，並無遠距讀取需求，再者防火門多屬

鐵製品對於 RFID 標籤讀取影響較大，因此本研究選擇抗金屬獨取能力較佳的

高頻標籤，另外為了防止標籤資料安全則選用安全機制較嚴謹的 Mifare  S50

高頻標籤。為了協助現場檢查人能夠及時取得相關資訊，主要考量移動性高

且能較完整呈現防火門資料的設備，本研究選擇平板電腦搭配 RFID 讀取器來

開發前端系統。本研究所選用的 RFID 設備有 MP-602MUS RFID 讀取器、

平板電腦、Mifare  S50 高頻標籤 (如表 4-7~4-9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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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RFID 讀取器設備規格表  

功能名稱  規  格  說  明  

型號名稱  Microprogram MP-602MUS 

設備尺寸  52mm*52mm*10mm 

標準規範  ISO 14443A、14443B、15683 

工作頻率  13.56MHz 

傳輸介面  USB (RS232)  

讀取距離  0 –  10cm  

支援開發語言  Visual  Bas ic  .NET、C++ 

圖片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表 4-8  RFID 標籤規格表  

功能名稱  規  格  說  明  

工作頻率  HF 

標準規範  ISO 14443A 

晶片規格  MiFare  S50 

標籤尺寸  
天線大小：45 x  15  mm 

整體大小：50 x20  mm 

圖片  

 
備註  備有防磁墊片可貼附於金屬物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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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電腦選用規格表  

功能名稱  規  格  說  明  

設備項目  筆記型電腦 (平板可觸控 )  

出品廠商  HP 

型號名稱  Pav i l ion  tx2506 

作業系統  Windows Vis ta  Home Premium 

圖片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第五節  系統開發環境  

 

本節主要介紹前端系統及後端系統所採用之開發環境。後端伺服器作業

系統採用 Windors  2003 Server  R2，而資料庫採用 Microsof t  SQL Server  

2005。前端作業系統支援 Windows XP 及 Windows Vis ta，資料與後端伺服

器資料庫作連結。以下分別介紹針對伺服器作業系統及資料庫作介紹：  
 

壹、作業系統  

  Windors  2003 Server  R2  

目前坊間常使用的伺服器平台有 Windows Server 家族系列、Sun 以及免

費的 Linux 等等。而選用 Windows Server 家族系列主因為視窗介面、操作

簡單以及與 Microsof t 家族應用系統整合容易等等。而 Windows Server  

2003 也分很多個版本，各版本的差異列在下表供使用者參考 (施威銘工作室，

2008)(如表 4-10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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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Windows Server 2003 的差異  家族成員
產品名稱  產品版本  

Windows Server  2003 Web 版、標準版、企業版、Datacenter 版
(企業版、Datacenter 版有 I tan ium 版本 )  

Windows Server  2003 
SP1 

Web 版、標準版、企業版、Datacenter 版
(企業版、Datacenter 版有 I tan ium 版本 )  

Windows Server  2003 
×86 64 位元版本 )  R2 版，但是三種板本均有

標準版、企業版、Datacenter 版 (無 Web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能有效管理與保護客

以簡化面臨企業單位有所

所面臨的網路問

3 R2 也提供一些新功能，讓使用者能更方便地存取網路上

統與檔案覆寫服務，讓使用者能快速地存取即時更

讓使用者能利用安全且價廉的網際網路連

 

  Windows Server  2003 R2 設計理念  

1 .  強化企業安全性：提供多種維護企業內資料的應用程式之安全機制，

也提供自動更新與註冊加密金鑰的功能，以強化身份識別的安全性。

藉由它所整合的目錄服務 (Act ive  Direc tory

戶、協力廠商與企業本身的整合網路環境。  

2 .  簡化管理與使用：Windows Server  2003 R2 以簡化 Windows 2000 

Server 之新增、移除或管理伺服器角色之各項繁瑣工作。它也允許網

路之間建立特殊信任關係，以存取彼此的資源，達更高效益的分散

式、但具整合性的管理制度。此外，更提供更改網域名稱、遷移網路

資源、遠端安裝伺服器作業系統等等工具，

變動時，網管人員必須處理的繁瑣事務。  

3 .  降低企業維護成本：Windows Server  2003 R2 提供良好的網路軟硬

體資源之管理機制，能有效降低企業維護軟硬體所需之成本。此外，

透過微軟專業人員在線上支援，可即時解決網管人員

題，以免影響企業產能，而擴大企業花費的成本。  

4 .  提 供 更 有 效 存 取 網 路 資 源 的 方 式 ： 對 於 使 用 者 而 言 ， Windows 

Server  200

的資源。  

i .  分散式檔案系

新的檔案。  

i i .  虛擬私人網路服務，

線，存取遠端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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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i .  陰影複製，讓使用者能自行複製過去不同時間點的檔案舊複本，

從此不用擔心誤改或誤刪資料救不回來。  

5 .  易於建立具擴充性且易於管理的企業網站：整合於 Windows Server  

2003 R2 之穩定安全的多媒體服務、網頁服務，以及高階的網路應用

程式開發工具，使的建立具擴充性的企業網站變的容易。此外，各版

本 的 Windows Server  2003 ， 皆 能 支 援 新 一 代 的 XML Web 

Server，讓系統上的應用程式藉由網路來互通資料，讓網路世界成為

值的整合中樞平台。  

貳、

支援安裝在

ver 的作業系統 (桂思

本  

  Microsof t  In terne t  Informat ion  Serv ices  5 .0  ( I IS  5 .0)以上之版本  

  Microsof t  Windo

 

第六節  系統開發工具  

sual  Bas ic .NET 程式語言作開發，而後端網頁採用

ASP.NET 動態網頁技術作為開發工具，以下分別針對前端系統及後端系統之

 

高價

 

資料庫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 

SQL Server  2005 有具有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圖形化資料

庫管理工具，讓使用者可透過視窗介面完成資料庫管理工作。 SQL Server  

2005 共 有 四 個 版 本 ， 分 別 是 Enterpr i se 、 Standard 、 Workgroup 以 及

Express 等版本。Express 為免費的版本，可以在微軟的網頁中下載，但有其

使用上的限制，像是不支援多 CPU 伺服器、資料庫 4GB、不可分割資料庫以

及 Management  Studio 得自行至微軟網站中下載等等，但可

Windows XP 的作業系統上，其餘版本皆必須安裝在 Ser

強，2006)。再安裝 SQL Server  2005 之前，需安裝下列套件：  

  Microsof t  In terne t  Explorer  6 .0  SP1 以上版

ws .NET Framework  2 .0  

 

本節將介紹本研究所採用系統開發工具 Visual  Studio .NET 之整體架

構，前端系統採用 Vi

開發工具作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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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式設計工

具、

程式 (林福全等，

2004)

表 4-1 運作  
io .NET 完整開 )  

 Visual  Studio .NET  

Visual  Studio .NET 套裝軟體主要是由程式語言、各類應用程

微軟發展之新一代運算平台 .NET Framework 三部份所組成。  

由於網際網路的普及，形成許多網路應用程式是由不同公司使用不同程

式語言 (例如：C++、VB、 Java….等 )所開發出來，正因為開發程式與設計工

具的不同，往往造成網路不同平台之間溝通上的困難。例如：在網路上執行

一個應用程式時，系統卻出現「無法執行此程式，因為缺少…驅動元件，請

先下載或更新 . .」的訊息，為了改善上述的情況，並且讓電腦與通訊設備能彼

此整合、應用程式順暢的跨平台運作，微軟公司便架構了新的運算平台 .NET 

Framework 。 .NET Framework 運 算 平 台 主 要 透 過 網 路 共 通

XML( eXtens ib le  Markup Language，延伸標記語言 )來進行資料的傳遞與轉

換，因此不論軟體工程師用何種語言來開發應用程式，只需利用 Visual  

Studio .NET 進行整合與建置，一旦通過測試就可以在網路上，讓不同作業系

統的使用者執行，不需撰寫各作業系統間所要使用的驅動

。表 4-11 為 Visual  Studio .NET 開發工具與說明。  

1 Visual Studio.NET 完整開發工具的架構與
Visual  Stud 發工具 (三大架構說明表

(A)程式語言開發工

具  
(B)應用程式設計工具  

 Visual   
Studio .NET 

開發行 ASP.NET Mobi le  Web 設計工具： 
動電話、PDA、Web 應用程式。  

 Visual   
C++.NET 

 智慧型裝置應用程式：開發 PDA、行 
話

動電

和其他智慧型裝置的應用程式。  
  Visual  C#.NET

讓任何平台上的任何瀏覽

   Web Form 元件：會轉譯為瀏覽器相容

HTML ，指令碼

器檢視網頁。  
 Windows Form 元件：幫助使用者建立表 

單式 windows 應用程式。  
  XML 設計工具與支援：以 XML 來描述結

構化的資料，適合在 Web 上進行資料的傳

輸。  

  Visual  J# .NET

XML 架構接收與傳遞資料的應用

程式。  

 

  XML Web Service：透過 HTTP 通訊協

定，使用

 
 
(C)架構在 .NET Framework 後端的運算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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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on Language  Runt ime：是 .NET 程式的執行引擎，負責管

理記憶體、程式碼執行編輯、安全驗證…等功能。  
  .NET Framework 類別庫：設計者可利用它來開發 windows 使用

者介面的應用程式、Web Form 應用程式和 XML Web Service…
等應用程式。  

  ASP.NET：幫助使用者在 Web 上建置 ASP Web 應用程式。  
  ADO.NET：用來建立分散式資料的資料庫應用程式。  

 
 
.NET 整合式開發環境 ( In tegra ted  development  Envi ronment  ，簡稱

IDE)可以輕鬆整合程式，完成可跨平台執行的方案程式。  

(資料來源：林福全等，2004) 

 

貳、 .NET Framework 

.NET 代表者微軟下一代針對 Windows 與 In ternet 應用程式的開發平

台，對開發者而言，微軟試圖以 .NET 來簡化應用程式的開發與部署，並使用

Web 服務以做為設計與部屬以做為分散式應用程式最好的方法。微軟將

Windows 開發平台重新設計成新的 .Net  Framework，在這個架構中包含了執

行環境、更新的 (Updated)程式語言，以及為數眾多的類別庫。對開發者而

言，他是一組系統服務、類別以及資料型別，以提升開發者的生產力，因

為 .NET 處理了很多讓元件能夠交互運作 /擴充的、低階的細節問題，讓開發

者可以集中心力在功能的開發 (Gabr ie l  et  a l . . ,2002)。 .NET Framework 是一

個「層級」 (Layered)分明的類別與服務系統，以作業系統的服務開始移往系

統 層 級 的 類 別 ( 基 礎 類 別 庫 ) 與 抽 象 類 別 (ASP.NET) ， 圖 4-5 為 .NET 

Framework 的示意圖：  

 

 

 

 

 

 

 

圖 4-5 .NET Framework 示意圖  

(資料來源：Gabriel  et  al . ,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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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on Language  Runt ime(CLR)：一個豐富的執行期間環境，為

開發者處理執行期間的工作，包括記憶體管理與回收，並且為所有的

程式語言定義一個「一般型別工作」。  

  基礎類別庫：這是在 Framework 中一組可以從其他類別繼承或延伸

的類別。  

  延伸類別庫：這些類別延伸自基礎類別庫，而且被設計成容易快速地

開發出一種特定的應用程式。  

  一般語言規格：定義 .NET 語言的需求，指定與 .NET 相容語言必須遵

守的規則。其中一個規則是語言必須依附於一個一般型別系統。  

  多重設計程式語言： .NET Framework 為許多語言提供一個平台與統

一的程式設計模組。  

  Visual  Studio  .NET：一個撰寫程式的整合開發環境。由於它提供的

工具可以存取 .NET Framework 每個部分，因此，在以上的示意圖中

Visual  Studio  .NET 橫跨上下。  

Windows 與 COM+ 服 務 ： 就 技 術 上 來 說 ， 這 部 分 不 屬 於 .NET 

Framework，但是就目前的 .NET Framework SDK 而言，他們是必須的。目

前 .NET Framework 最新的版本為 3.5 版。  

 

參、前端系統開發語言  

一、  Visual  Bas ic .NET 簡介  

在 Visual  Basic  1 .0 於 1991 年推出前，程式撰寫者必須精通 C++程

式設計以及 Windows 系統本身的建立架構 (Windows API)。由於這樣的

複雜關係，只有鑽研於此或是受過良好訓練的程式設計者才有能力來了

解在 Windows 上執行的軟體運作情形。Visual  Basic 改變了以往這些情

況，目前以 Visual  Bas ic 所寫的程式碼與以其他程式語言所撰寫的程式

碼一樣多。  

Visual  Basic 利用免去撰寫使用者介面 (user  in te r face ,  UI)來改變

Windows 程式化的方法。相反地，透過程式撰寫者能設計他們自己的使

用者介面，Visual  Basic 讓他們專注在想解決的商業問題上。一旦使用

者介面設計出來後，程式撰寫者就能增加程式碼來執行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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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微軟推出 Visual  Bas ic  3 .0 時，程式設計的方式又再次變革。微

軟透過資料存取物件 (Data  Access  Ojec t s ,  DAO)的推出，讓使用者直接

使用資料庫應用程式，使用者簡單地使用資料就像操作使用者介面的方

式一樣。  

版本 4.0 和 5.0 拓展了版本 3.0 的功能，它讓程式開發者能將目標對

準新的 Windows 95 平台。它們也讓程式開發者能更容易地撰寫程式，

而這些程式也能被其他語言的程式開發者所使用。版本 6.0 結合了

Act iveX Data  Objec t  (ADO)來提供一個存取資料庫的新方式。ADO 是

由微軟開發，用來幫助使用 ASP (Act ive  Server  Pages)的程式開發者執

行存取資料庫的動作。經由 Visual  Bas ic 這幾年不斷累積的改革，確保

了 Visual  Bas ic 在程式開發領域中佼佼者的地位。Visual  Bas ic 幫助程

式開發者能在一定的時間內撰寫出完善且質優的應用程式。  

隨者 Visual  Bas ic .Net 的誕生，許多過去的限制現在都已不復存在

(例如無法提供像 C++和 Java 語言這類複雜語言的所有功能 )。現在，微

軟已將這些限制去除，並讓 Visual  Bas ic .NET 成為一個功能強大的開發

工具，成為所有領域的程式開發者的良好選擇 (李逸鈞等，2003)。  

二、  VB.NET 各項功能特點介紹  

VB.NET 具有許多功能特性 (林福全等，2004)：  

1 .  物件導向：在 VB.NET 已經完全是物件導向的程式語言。在我們所設

計的程式中，每一個項目都可以視為是物件 (Object )，每一個物件都

有它自己的屬性 (Proper t ies )、可以使用的方法 (Methods)和所支援的

事 件 (Events ) 。 除 此 之 外 ， 物 件 還 具 有 繼 承 ( inher i tance) 、 封 裝

(Encapsula t ion)和多型 (polymorphism)等特性。  

2 .  事件驅動：VB.NET 允許程式執行是由滑鼠或鍵盤等輸入設備來觸動

事件，以執行對應的事件程序。  

3 .  圖形使用者介面：VB.NET 提供了許多控制項和元件，可以讓使用者

輕鬆設計所要的視窗應用程式介面、Web 應用程式介面或是 Web 服

務介面。  

4 .  多工能力與多執行緒：VB.NET 具有多工能力，可以同時開啟多個視

窗執行不同的工作。另外它也支援多執行緒 (Mul t i -Threading)功能，

可以在同一程式中進行多項非同步運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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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多 媒 體 功 能 ： 利 用 VB.NET 來 開 發 應 用 程 式 ， 可 以 透 過 呼 叫

Windows API 函數或程序來播放多媒體。  

6 .  資料庫連結：VB.NET 中以 ADO.NET( .NET Frame 核心元件之一 )作

為應用程式與資料庫間的連結橋樑，可以整合 Access 、 SQL 、

Dbase、Oracle 等資料庫。設計者只要在 VB.NET 中設定好資料庫管

理系統，VB.NET 中還可以用來開發網路資料庫。  

7 .  .NET Framework ： .NET Framework 本身是一種新的運算平台，

可 以 簡 化 在 網 際 網 路 中 應 用 程 式 的 開 發 。 VB.NET 透 過 .NET 

Framework 所提供的元件和一致的物件導向程式設計環境，來開發各

式各樣的應用程式。  

8 .  多個程式語言的整合：在 Visual  Studio .NET 整合開發環境中，各個

支援 .NET Framework 的程式語言，可以彼此引用對方的類別程式

庫，並在整合開發環境中輕鬆整合。  

9 .  網際網路：利用 VB.NET 可以輕鬆設計 Web 應用程式，XML Web 

Serv ice 等網際網路相關應用程式。  

 

肆、後端系統開發工具  

一、  ASP.NET 簡介  

Microsof t 出品之動態伺服器網頁 (Act ive  Serve  Page ,  ASP)與超文件標

示語言 (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 ,  HTML)網頁 (即靜態網頁 )最大差異在

於 ASP 是屬於伺服器端的語言，為伺服器端 (Sever )的手稿環境，能夠產生動

態及互動型式的網站應用程式；將設計者所製作的網頁經伺服器端翻譯後，

送出  HTML 文件給用戶端 (Cl ient )，並非以靜態網頁方式，將網頁設計結果

於用戶端經瀏覽器直譯內容，此模式較容易產生各瀏覽器無法完全支援某種

手稿語言，而造成程式執行錯誤情況。意即使用 ASP 毋須擔心用戶端之瀏覽

器是否支援 ASP，因其送出的網頁即為標準 HTML 格式且可完全執行網頁結

果 (宮大川，2005)。  

本系統採用之 ASP.NET 2 .0 承襲以往 ASP 的網站開發技術，惟兩者最

大 差 異 為 屬 於 MS .NET Framework 的 ASP.NET 2 .0( 本 Windows XP 

Profess ional 系 統 環 境 支 援 此 配 置 ) 應 用 程 式 建 構 在 共 通 語 言 執 行 平 台

(Common Language  Runt ime,  CLR)之基礎上 (如圖 4-5 所示 )；設計者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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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平台所支援的語言開發程式，撰寫 ASP.NET 2 .0 之網頁應用程式。相較於

傳統執行程式，執行 MS .NET Framework 程式需多出一 CLR 平台，但因具

備良好的快取機制，所以在執行程式之速度上不大受到影響 (葉世文，2006)。  

除了傳統的撰寫 Scr ip t 程式碼外，亦可以 Web 控制項與 Web Form 來進

行程式設計。由此可知 ASP.NET 為物件導向之程式設計語言，對於程式開發

者而言，其提供了相當便利的動態網頁開發工具。ASP.NET 開發網站時，可

使用任何一種 .NET 所支援的語言撰寫程式，然而當用戶端第一次連結

ASP.NET 網頁執行時因需要編譯中間碼，因此可能會感覺開啟速度較慢，但

在編譯完成後在連結便可直接執行以提升速度 (如圖 4-6 所示 ) (施威銘工作

室，2007)。  

 

 

 

 

 

 

 

 

 

 

 

 

圖 4-6 ASP.NET 執行流程  

(資料來源：施威銘工作室，2007) 

 

二、  ASP.NET 特點  

ASP.NET 基於架構與設計的互動需求，相較於 ASP 更具備多樣、易操

作的特點簡述如下 (李靜雯，2007)：  

1.  支援多種程式語言  

由於 .NET 係一大架構，而非單一程式語言，亦即程式語言若符合其

架構規範者，便可在 .NET 的環境中使用之；同時，因各程式語言皆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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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的設計規範，使彼此間可相互呼叫與溝通，故程式設計者可選擇慣

用之語言進行開發及與其他程式語言相互配合。  

2.  具跨平台之可能性  

因程式採用中間碼的設計，所以在移植 Windows 平台的 CLR

後， .NET 程式即可直接於各平台上執行；目前因已開放原始碼社群，所

以未來在 Linux 系統平台上，也將有極大可能執行 .NET 程式。  

3.  具製作網路服務之能力  

在 .NET 進行任何於程式語言的設計或已有的 .NET 程式，皆可便利

地開發 Web Services 及其功能。  

4.  應用程式整合 .NET 較簡易  

應用程式僅整合 Windows 平台的 CLR，即可使用 .NET 本身程式開

發的額外功能，如 MS Access2003 整合 CLR 後，便能使用 .NET 環境撰

寫資料庫的預存程序、自訂函數及觸發程式等。  

 

第七節  系統資料庫模型  

 

透過前章節敘述之內容規劃出 RFID 防火門生產履歷資訊管理系統資料庫

模型，將資料庫設計為關聯式資料庫  (Rela t ional  Database)，關聯式資料庫

模型 (Rela t ional  Database  Model )是 1970 年時由 IBM 研究員 E.  F.  Codd 博

士所開發的資料庫模型，其理論基礎為數學中的集合論  (Se t  Theory)  ，不同

於階層式或是網路式模式使用低階指標連結資料，關聯式資料庫模型是使用

資料值 (Data  Value)來建立關聯，支援一對一、一對多和多對多關聯性 (陳會

安，2004)，並以 E-R Model (Ent i ty-Rela t ionship  Model )來表達出資料庫之

模型。  

E-R Model (Ent i ty-Rela t ionship  Model )於 1976 年時由美籍華裔計算機

科學家陳品山 (Pe ter  Chen)發明，是概念數據模型的高層描述所使用的數據模

型或模式圖，它為表述這種實體聯繫模式圖形式的數據模型提供了圖形符

號。實體聯繫模式圖 (ERD)有一些約定，主要與概念建模有關，有一些概念更

加典型的在邏輯和物理資料庫設計中採用，包括信息工程、 IDEF1x(ICAM 

DEFini t ion  Language)  和空間建模 (維基百科，2008)。E-R Model 中則具備

76 



第四章 RFID 防火門生產履歷管理資訊系統修正 

了 ER Diagram、實體定義書、屬性定義書，並依設定之主索引鍵 (Pr imary  

key,  PK)及外來鍵 (Fore ign  key ,  FK)進行資料表邏輯關係之聯結來取得其他

資料表之資訊，且須再針對每個實體中的屬性作細部的定義，像是索引、屬

性以及資料類型等等 (如表 4-12～表 4-20 所示 )，本研究透過多方的專家訪

談，彙整出不同的資訊需求，以完成本 RFID 防火門生產履歷資訊管理系統資

料庫關聯圖 (如圖 4-7 所示 )。  

 

 

 
 

 

 

 

 

 

 

 

 

 

 

 

 

 

 

圖 4-7 RFID 防火門生產履歷資訊管理系統資料庫關聯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資料表各欄位所代表之意義以及欄位中資料的意義說明如下：  

  欄位名稱：代表實體的屬性資料  

  索引：利用 PK 及 FK 表示主索引與外部索引鍵，用來串連資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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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料類型：表示其資料的格式，其中 In t 表示正整數；nchar 表示固

定長度字元可使用 unicode；date t ime 為日期的格式； smal lmoney

為正負 214,748.3648 的浮點數格式；bi t 為 0,1 或 nul l。  

  屬性：定義補充的格式，例如 nchar 配合長度則表示採用固定字元數

的欄位大小， in t 配合起始值＝1 與增量＝1 則具有自動整數編號的效

果。  

表 4-12 防火門批號實體資料表  
欄位名稱  索引  資料類型  屬性  

防火門批號  PK In t  
起始值＝1 
增量＝1 

數量   In t   
型式試驗報告書  FK nchar  長度=255 
買受人名稱   nchar  長度=255 
預定銷售日期   da te t ime  
監造工廠查驗日期   da te t ime  
監造工廠查驗狀況   nchar  長度=255 
監造工廠查驗檢查人   nchar  長度=255 
防火時效   nchar  長度=50 
施工者名稱   nchar  長度=20 
施工者電話   nchar  長度=20 
外觀樣式   nchar  長度=20 
門樘材質   nchar  長度=50 
門樘型式   nchar  長度=20 
門樘寬度   smal lmoney  
門樘長度   smal lmoney  
門樘高度   smal lmoney  
門扇高度   smal lmoney  
門扇寬度   smal lmoney  
門扇長度   smal lmoney  
門鎖廠牌   nchar  長度=20 
門鎖型號   nchar  長度=20 
輔助鎖廠牌   nchar  長度=20 
輔助鎖型號   nchar  長度=20 
鉸鏈型式   nchar  長度=20 
鉸鏈型號   nchar  長度=20 
鉸鏈廠牌   nchar  長度=20 
門弓器型式   nchar  長度=20 
門弓器廠牌   nchar  長度=20 
門弓器型號   nchar  長度=20 
天地栓型式   nchar  長度=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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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名稱  索引  資料類型  屬性  
nchar  天地栓廠牌  長度=20  

天地栓型號   nchar  長度=20 
視窗長度   smal lmoney  
視窗寬度   smal lmoney  
視窗玻璃廠牌   nchar  長度=20 
視窗玻璃厚度   smal lmoney  

*nchar 配合長度表示採用固定字元數的欄位大小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表 4-13 防火門 RFID 實體資料表  
欄位名稱  索引  資料類型  屬性  

防火門 RFID 編號  PK nchar  長度=16 
防火門批號  FK In t   
防火門出貨次號  FK In t   
發放日期   da te t ime  
現地材料查驗抽查狀況   b i t   
施工驗收日期   da te t ime  
驗收人   nchar  長度=20 
驗收狀況   nchar  長度=255 

*nchar 配合長度表示採用固定字元數的欄位大小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表 4-14 防火門出貨次號實體資料表  
欄位名稱  索引  資料類型  屬性  

防火門出貨次號  PK In t  
起始值＝1 
增量＝1 

出貨日期   da te t ime  
出貨管理人   nchar  長度=20 
出貨狀況   nchar  長度=255 
現地材料查驗日期   da te t ime  

現地材料查驗狀況   nchar  長度=255 
現地材料查驗人   nchar  長度=20 

*nchar 配合長度表示採用固定字元數的欄位大小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表 4-15 防火門報告書實體資料表  
欄位名稱  索引  資料類型  屬性  

型式試驗報告書編號  PK nchar  長度=255 
防火門驗證登錄標識編  nchar  長度=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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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名稱  索引  資料類型  屬性  
號  
防火門驗證登錄書編號   nchar  長度=255 
出貨次號  FK In t   

廠商編號  FK In t   

*nchar 配合長度表示採用固定字元數的欄位大小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表 4-16 防火門生產廠商實體資料表  
欄位名稱  索引  資料類型  屬性  

廠商編號  PK In t  
起始值＝1 
增量＝1 

廠商名稱   nchar  長度=255 
登記地址   nchar  長度=255 
登記電話   nchar  長度=255 
負責人名稱   nchar  長度=255 
廠商登入帳號   nchar  長度=255 
廠商登入密碼   nchar  長度=255 

*nchar 配合長度表示採用固定字元數的欄位大小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表 4-17 防火門與建物連結資料表  
欄位名稱  索引  資料類型  屬性  

防火門與建物連結編碼  PK In t  
起始值＝1 
增量＝1 

防火門批號  FK In t   
建築物建築執照編號  FK nchar  長度=255 

*nchar 配合長度表示採用固定字元數的欄位大小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表 4-18 建築物實體資料表  
欄位名稱  索引  資料類型  屬性  

建築物建築執照編號  PK nchar  長度=255 
建築物使用執照編號   nchar  長度=255 
建物地址   nchar  長度=255 
起造人   nchar  長度=255 
承造人   nchar  長度=255 
承造人電話   nchar  長度=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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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名稱  索引  資料類型  屬性  
監造人編號  FK In t   

*nchar 配合長度表示採用固定字元數的欄位大小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表 4-19 監造人實體資料表  
欄位名稱  索引  資料類型  屬性  

監造人編號  PK In t  
起始值＝1 
增量＝1 

監造人登入帳號   nchar  長度=255 
監造人登入密碼   nchar  長度=255 
監造人名稱   nchar  長度=255 
監造人電話   nchar  長度=255 
監造人地址   nchar  長度=255 

*nchar 配合長度表示採用固定字元數的欄位大小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表 4-20 同型式引用實體資料表  
欄位名稱  索引  資料類型  屬性  

同型式引用項目編號  PK In t  
起始值＝1 
增量＝1 

防火門批號  FK In t   
引用項目   nchar  長度=20 
同型式判定報告書編號   nchar  長度=255 

*nchar 配合長度表示採用固定字元數的欄位大小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第八節  系統開發內容  

 

壹、建置前端系統 (用戶端系統 ) (連結 RFID 讀取器使用 )  

使用者只需將用戶端程式放置到隨意的儲存資料磁碟，並請記得使用時

得配合使用 RFID 讀取器以及必須具有網路的環境即可使用本系統，否則系

統將無法操作。用戶端系統使用者包含產品驗證機構、訂購防火門之工地監

造以及生產防火門之廠商等，各自有不同的功能與權限，因此本系統設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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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用環境供不同單位使用，就其系統架構繪製樹狀圖提供讀者瞭解系統架

構 (如圖 4-8 所示 )，各單位之系統使用畫面及功能將於下文中說明。  

 

 

 

 

 

 

 
 

圖 4-8 RFID 生產履歷資訊管理系統前端系統架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一、產品驗證機構核發模組  

產品驗證機構核發模組主要功能在於紀錄防火門生產廠商欲生產的

防火門資訊，將其登記並核對相關資訊，進而核發防火門生產履歷 RFID

標識。做到一扇防火門就會有一個身份認證。以下分別為防火門產品驗

證機構核發模組的使用樹狀圖 (如圖 4-9 所示 )及模組操作流程圖 (如圖 4-

10 所示 )，並搭配後續使用說明。  

 

 

 

 

 

 

 

 

 

 
 
 
 

圖 4-9 防火門產品驗證機構核發模組使用樹狀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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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 防火門產品驗證機構核發模組操作流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一 )  開啟 RFID 防火門生產履歷資訊管理模組  

產品驗證機構人員使用本系統之產品驗證機構核發模組必須鍵入所

擁有之帳號及密碼方能使用系統功能 (如圖 4-11 所示 )。  

 

 

 

 

圖 4-11 RFID 防火門生產履歷資訊管理系統  (產品驗證機構登入畫

面)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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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產品驗證單位防火門標籤核發登記頁面 (主頁面 )  

此頁面為產品驗證機構的主要視窗，所有關於防火門的相關資訊

皆顯示於此視窗，RFID 標簽核發人員透過此頁面所提供之防火門資

訊做審核後，即可核發標籤。依據防火門相關資訊類別大致分為幾個

項目 (如圖 4-12 所示 )：  

1.  防火門批號  

2 .  防火門一般資料  

3 .  所在建築物資料  

4 .  生產廠商資料  

5 .  防火門外觀及尺寸  

6 .  同型式引用登記  

7 .  發放的防火門 RFID 標籤的 UID 以及最後的資料建檔。  

 

 

 

 

 

 

 
 

 

 

 

 

 

 

 

圖 4-12 RFID 防火門生產履歷資訊管理系統  (產品驗證單位防火

門標籤核發登記頁面－防火門一般資料 )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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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目為防火門批號以及下拉式選單，使用者透過下拉式選

單方式選擇欲檢視之防火門批號來取得廠商所申請之防火門相關資

訊 (如圖 4-12 所示 )。  

第二項目防火門的一般資料，此項目包含型式試驗報告書編

號、經濟部防火門標識編號、經濟部驗證登錄編號、貨品號列、預

定出貨日期、數量、施工者名稱以及施工者電話 (如圖 4-12 所示 )。  

第三項目為防火門所在建物資料，此項目包含建築執照編號、

建物地址、起照人、承照人以及監造人 (如圖 4-13 所示 )。  

 

 

 

 
 

 

 

 

 

 

 

 

 

 

 
 

圖 4-13 RFID 防火門生產履歷資訊管理系統  (產品驗證單位防火

門標籤核發登記頁面－所在建築物資料 )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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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目為防火門生產廠商資料，此項目包含生產廠商名稱、

登記地址、登記電話以及負責人姓名 (如圖 4-14 所示 )。  

 

 

 

 

 

 

 

 

 

 

 

 

 

 
 

圖 4-14 RFID 防火門生產履歷資訊管理系統  (產品驗證單位防火

門標籤核發登記頁面－生產廠商資料)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第五項目為防火門外觀與尺寸，此項目面有著眾多資訊，可取

得此批號防火門經過防火門試驗報告書以及同型式判定報告書的引

用，所定下的外觀、規格、尺寸及使用的五金配件資訊 (如圖 4-15 所

示 )。  

第六項目為同型式引用登記區塊，此項目內呈現此批防火門除

了原始的試驗報告書外，所引用同型式報告書以及引用的項目，皆

會在此區塊中呈現 (如圖 4-16 所示 )。  

第七項目為發放的防火門 RFID 標籤的 UID，此區塊會從資料

庫中擷取這批防火門所核發的 UID，UID 即可視為每扇門的身份證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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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 RFID 防火門生產履歷資訊管理系統  (產品驗證單位防火

門標籤核發登記頁面－防火門外觀與尺寸)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圖 4-16 RFID 防火門生產履歷資訊管理系統  (產品驗證單位防火

門標籤核發登記頁面－同型式引用登記 )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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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產品驗證單位核發標籤頁面 (第二階頁面 )  

由第二點產品驗證單位防火門標籤核發登記頁面 (主頁面 )的畫面

(如圖 4-12 所示 )。右區塊為「發放的防火門 RFID 標籤的 UID」，

發放的 UID 即代表每扇防火門的身份證字號，它是唯一的編號可供

後續生命週期查詢使用。在此區塊內可以看到與此批批號所衍生出

的 UID 編號，當需要新增 UID 時，輸入讀取器編號及讀取器安裝之

COM Por t 後，按下核發標籤的按鈕，即會跑出核發標籤頁面 (如圖

4-17 所示 )。此頁面中完全不需填寫資料，批號為自動從主頁面擷取

過來，發放標籤日期為系統自動產生，而 RFID 標籤的 UID 則點選

「擷取 UID」按鈕即會擷取 RFID 中的 UID 編碼放入欄位中，在按

下發放新增的按鈕即將此筆資料填入遠端資料庫中。  

 

 

 

 

 

 

 

 

圖 4-17 RFID 防火門生產履歷資訊管理系統  (產品驗證單

位核發標籤頁面)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防火門廠商出貨管理模組  

防火門廠商出貨管理模組主要為產品驗證單位為管理生產防火門廠

商出貨的時間。藉由確實記錄防火門出貨時間可讓產品驗證單位方便在

防火門未安裝上去前就可以至工地現場檢查，也考量到每間公司有各自

的出貨管理系統，因此此部分僅讓系統抓取 RFID 標籤 UID。下圖為防

火門廠商出貨管理模組之操作流程 (如圖 4-18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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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8 防火門廠商出貨管理模組操作流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一 )  開啟 RFID 防火門生產履歷資訊管理系統  

出貨管理模組乃出貨管理人輸入帳號及密碼即可登入使用 (如

圖 4-19 所示 )。  

 

 

 

 
 
 
 

圖 4-19 RFID 防火門生產履歷資訊管理系統  (生產出貨廠商登入畫

面)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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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出貨管理頁面  

廠商出貨管理頁面 (如圖 4-20 所示 )本研究以步驟引導方式讓使

用者易於操作，並使廠商清楚了解該批號未出貨及已出貨之標籤編

號。此頁面首先可點選之前申請的防火門批號，並自動產生出貨次

號以及當天之日期，使用者僅需輸入出貨管理人後即可按下建立

鈕，至此完成步驟 1。緊接著輸入讀取器編號並將 RFID 讀取器靠近

防火門上的 RFID 標籤並按下擷取 UID 按鈕即可讀取標籤內 UID 編

碼，按下發放鈕即代表該防火門於此次出貨，在輸入完出貨狀況後

即可完成該次出貨登記。  

 

 

 

 

 

 

 

 

 

 
 
 

圖 4-20 RFID 防火門生產歷資訊管理系統  (防火門生產廠商出貨管

理頁面)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三、工地監造防火門查驗模組  

工地監造防火門查驗模組主要的功能在於紀錄監造人於各個階段對

於防火門的品質查驗動作，共分為工廠查驗、現地材料查驗以及施工檢

查三大區塊。在每個階段中，檢視於產品驗證機構系統模組中所記錄的

內容與材料訂購的需求比對，以及將其比對狀況與實際數據記錄於系統

中，供產品驗證機構掌握每批防火門的生命與時間歷程。以下分別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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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監造防火門查驗模組的使用樹狀圖 (如圖 4-21 所示 )及工地監造防火門

查驗模組之操作流程圖 (如圖 4-22 所示 )，並搭配後續的使用說明。  

 

 

 

 

 

 

 

 

 

 

圖 4-21 防火門工地監造防火門查驗模組的使用樹狀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圖 4-22 防火門工地監造防火門查驗模組操作流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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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開啟 RFID 防火門生產履歷資訊管理系統  

工地監造防火門查驗模組乃監造透過帳號及密碼之輸入即可登

入本系統使用  (如圖 4-23 所示 )。  

 

 

 

 
 

圖 4-23 RFID 防火門生產履歷資訊管理系統  (監造單位登入畫面 )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 )  監造登錄頁面 (主頁面 )  

此頁面將功能模組區分為三部份，為工廠查驗、現地材料查驗

以及施工檢查兩大功能 (如圖 4-24 所示 )，按下各自按鈕後會進入各

自屬性的頁面。  

 

 

 

 

 

圖 4-24 防火門工地監造防火門查驗模組之功能分類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三 )  監造工廠查驗頁面  

監造從一開始的登入頁面打入帳號與密碼後，再進入監造工廠

查驗頁面後，便主動索引出屬於登入的監造人相關防火門批號號

碼，且會主動過濾出還未出貨過的防火門批號，在選單中供選擇。

點選批號後四個資訊區塊就會主動呈現出在前章節此批號利用產品

驗證核發系統所登錄的資料。有防火門一般資料、所在建築物資

料、生產廠商資料以及防火門外觀與尺寸，同型式引用以及核發標

籤不呈現出來，主因為監造可不用瞭解同型式引用的內容與項目，

此部分為產品驗證機構所把關，核發 RFID 標籤 UID 的部分則因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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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門在此時還不一定是成品，RFID 標籤可能還只是一個單獨的標

籤，去擷取到那些標籤 UID 意義不大，因此不予考慮放入此畫面。

確認過此批防火門的相關資訊後，便可在左下角部分日期為系統自

動產生、提入狀況以及檢查人等資訊，並按下寫入資料庫按鈕，更

新至遠端資料庫中 (如圖 4-25 所示 )  

 

 

 

 

 

 

 

 

 

 

 

 

 

 

 

圖 4-25 RFID 防火門生產履歷資訊管理系統  (監造防火門查驗系統

工廠查驗頁面)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四 )  監造現地材料查驗頁面  

在監造登錄頁面中鍵入帳號及密碼後點選現地材料查驗的按

鈕，便會進入監造現地材料查驗頁面。進入頁面後由系統主動索引

出屬於登入的監造人相關防火門出貨次號資料，也同樣會有篩選的

功能，會篩出已完成工廠查驗的批號以及具有出貨次號且現地材料

查驗日期的資料欄位為空白的相關出貨次號。點選出貨次號後，相

同的會在下面的欄位中跑出這次號防火門的相關資訊 (項目資訊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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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產品驗證端所示 )，便於監造再次核對。並且本系統支援 RFID 的

抽驗模式，監造可當下取出數扇防火門，讀取 RFID 標籤中的 UID

並記錄通過與否，最後將此次這個貨品次號的材料查驗結果、日期

(日期為系統自動產生 )以及查驗人等資訊一併存入遠端資料庫中 (如

圖 4-26 所示 )，供產品驗證單位日後的追蹤。  

 

 

 

 

 

 

 

 

 

 

 

 

 

 

圖 4-26 RFID 防火門生產履歷資訊管理系統  (工地監造防火門查

驗模組現地材料查驗頁面)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五 )  監造施工管理頁面  

此施工管理頁面中驗收人員可以透過系統來迅速取得欲查之該

防火門所有資訊 (包含外觀尺寸，防火時效，經濟部防火門標識編號

等等 )。首先輸入所使用之讀取器編號及連接阜在按下擷取 UID 的按

鈕，便會抓取 RFID 標籤中的 UID，並帶出資料庫中屬於這扇門的

設計與基本資料 (項目資訊皆同於產品驗證端所示 )，在設計尺寸與基

本資料頁面中呈現可提供監造現場核對，核對結束後，填入檢查日

期、驗收狀況及驗收人，即可完成檢查動作 (如圖 4-27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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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7 RFID 防火門生產履歷資訊管理系統  (工地監造防火門查驗

模組現地施工管理查詢頁面)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貳、建置防火門資訊管理系統  

本研究已於計劃報告書本章第六節中介紹防火門資訊管理系統的作業情

境模擬，由情境模擬可清楚了解系統使用者利用本系統之流程與使用時機，

本研究並以此情境為基礎規劃設計系統之使用介面。本系統共分為防火門廠

商提出 RFID 標籤申請及一般防火門資訊查詢兩部分 (如圖 4-28 所示 )，本系

統各項功能介面與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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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8 防火門資訊管理系統架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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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D 標籤申請】  

一、系統登入頁  

當 使 用 者 開 啟 網 路 瀏 覽 器 ( In te rne t  Explore ,  IE) 鍵 入 本 系 統 網 址

(h t tp : / /140.124.63 .11/FDS/f i r s t .aspx) 即可連結本系統首頁 ( 如圖 4-29 所

示 )，廠商若欲申請防火門 RFID 標籤則必須登入系統，由系統首頁點擊登入

鈕即可轉往系統登入頁面 (如圖 4-29 所示 )，畫面中央部份為使用者輸入帳號

與密碼登入系統處，若已註冊之會員即可使用註冊之帳號及密碼便可使用本

系統；反之，使用者必須點擊註冊連結來完成系統帳號申請，待完成後便可

登入。  

 

 

 

 

 

 

 

 

 

 

 

 

 

圖 4-29 防火門資訊管理系統  (首頁畫面)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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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0 防火門資訊管理系統  (登入頁畫面)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註冊申請與帳號檢查  

未具系統使用之帳號與密碼的使用者於點擊註冊連結後必須於註冊申請

畫面中填寫詳細的基本資料 (如圖 4-31 所示 )，使用者必須填入廠商名稱、帳

號、密碼、地址、電話、負責人等資料，待填寫完並按完成鈕後系統將辨識

帳號是否存在，當註冊成功後系統會自動轉向首頁，使用者利用註冊之帳號

及密碼即可登入使用。  

 

 

 

 

 

 

 

 

 

 

 

圖 4-31 防火門資訊管理系統  (使用者註冊畫面 )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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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防火門廠商申請 RFID 標籤  

當防火門廠商欲申請 RFID 標籤且登入本系統後，必須於本系統中依系統

提供的流程 (如圖 4-32~圖 4-39 所示 )逐一填入資料。首先防火門廠商於點選

系統畫面左側 RFID 申請後即可進入申請畫面，防火門廠商必須填寫防火門批

號、數量、買受人、預定銷售日等等資訊並點擊下一步按鍵，其中使用者可

利用選擇按鈕進入選擇建築物畫面 (如圖 4-32~圖 4-33 所示 )，若建築物選項

中尚無防火門販售地點時可按新增按鈕來新增建築物資訊 (如圖 4-34 所示 )，

在新增建築物資料過程中亦可透過選擇按鈕來選擇該建物之監造人 (如圖 4-35

所示 )，而監造人部份若需新增者可在點擊新增鈕來新增監造人 (如圖 4-36 所

示 )。緊接著，防火門廠商必須詳細填寫該批防火門的資訊 (如圖 4-37 所示 )，

例如：外觀樣式、門樘寬度、門樘高度、門扇高度、門扇寬度、門鎖廠牌、

門鎖型號、輔助鎖廠牌、鉸鏈型式、視窗寬度等等資訊，待資料填寫完成則

點選下一步進入型式試驗報告書資料 (如圖 4-38 所示 )，最後若該批防火門具

有同型式試驗資料時則必須輸入同型式項目 (如圖 4-39 所示 )，當全部同型式

引用資料新增完成後若要申請即點完成申請按鍵，反之則取消申請。  

 

 

 

 

 

 

 

 

 

 

 

 

圖 4-32 防火門資訊管理系統  (輸入防火門批號資料畫面 )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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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3 防火門資訊管理系統  (選擇建築物資料畫面)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圖 4-34 防火門資訊管理系統  (新增建築物資料畫面)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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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5 防火門資訊管理系統  (選擇監造人資訊畫面)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圖 4-36 防火門資訊管理系統  (新增監造人資料畫面)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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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7 防火門資訊管理系統  (新增防火門細部資料畫面 )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圖 4-38 防火門資訊管理系統  (填寫型式試驗報告畫面)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102 



第四章 RFID 防火門生產履歷管理資訊系統修正 

 

 

 

 

 

 

 

 

 

 

圖 4-39 防火門資訊管理系統  (填寫同型式引用資料畫面 )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防火門資訊查詢與追蹤】  

防火門資訊查詢與追蹤的功能乃所有使用本系統者皆能使用，當使用者

可連結至本防火門資訊管理系統頁面 (如圖 4-29 所示 )，使用者僅需透過畫面

左側防火門查詢選項中選擇依何類別開始查詢 (本系統提供依防火門 RFID 編

號、防火門批號、出貨次號、及建築物等查詢類別 )即可，使用者皆能於系統

中查詢包括防火門批號資料、該批號之 RFID 防火門列表、該批號分批出貨資

訊、該批號販售至何地、同型式引用資料及防火門報告書、以及各 RFID 防火

門詳細資訊等 (如圖 4-40~圖 4-53 所示 )。  

  依 RFID 防火門查詢  

當使用者點選左列功能列防火門查詢後即可點擊依 RFID 防火門來進入查

詢頁面 (如圖 4-40 所示 )，使用者可利用系統提供之搜尋功能 (共分依防火門

RFID 編號、施工驗收人、及驗收狀況等 )來搜尋欲查詢之防火門資訊，當點

選欲查詢之防火門後將可瀏覽該防火門之各項資訊內容 (如圖 4-41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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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0 防火門資訊管理系統  (依 RFID 防火門查詢資料畫面)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圖 4-41 防火門資訊管理系統  (依 RFID 防火門查詢資料畫面-訊息

分類清單)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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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批號查詢  

當使用者選擇依批號查詢防火門資訊時將可利用系統提供之搜尋批號、

搜尋監造工廠查驗狀態、搜尋買受人、搜尋監造工廠查驗檢查人、及搜尋施

工者等數項搜尋功能來取得欲了解之防火門批號詳細資料 (如圖 4-42 所示 )。

使用者可點選欲查詢之防火門批號做進入訊息分類頁面作進一步查詢 (如圖 4-

43 所示 )，使用者可於 RFID 防火門列表中選擇特定防火門來了解其細部資訊  

(如圖 4-44 所示 )，亦或者使用者可於訊息分類頁面選擇欲了解之該批防火門

分次出貨列表資料來了解該次出貨之防火門為何，並可再點選防火門進一步

了解其詳細資訊 (如圖 4-45 所示 )。  

 

 

 

 

 

 

 

 

 

 

 

 

 

圖 4-42 防火門資訊管理系統  (依批號查詢資料畫面)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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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3 防火門資訊管理系統  (依批號查詢資料畫面-訊息分類清單)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圖 4-44 防火門資訊管理系統(依批號查詢資料畫面-防火門細部資訊)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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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5 防火門資訊管理系統(依批號查詢資料畫面-防火門列表)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依出貨查詢  

使用者選擇依出貨查詢時亦可利用系統提供之搜尋功能來輔助使用者取

得欲了解之該次貨品資訊 (如圖 4-46 所示 )，當使用者選擇其中一筆防火門貨

品次號時將能取得該次出貨之防火門清單及出貨至何處等資訊 (如圖 4-47 所

示 )，使用者可再點選防火門來取得該防火門之詳細資訊 (如圖 4-48 所示 )。  

 

 

 

 

 

 

 

 

 

 

 

圖 4-46 防火門資訊管理系統  (依出貨查詢資料畫面)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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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7 防火門資訊管理系統  (依出貨查詢資料畫面-訊息分類)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圖 4-48 防火門資訊管理系統  (依出貨查詢資料畫面-防火門細部資

訊)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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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建物查詢  

當使用者進入依建物查詢防火門資訊頁面時 (如圖 4-49 所示 )，使用者可

利用系統提供之搜尋功能來擷取欲查詢之建築地內的防火門資訊，當點選欲

了解之建地後即可進入了解共有多少批之防火門進場的頁面 (如圖 4-50 所

示 )，當使用者點選防火門批號清單資料時可了解進入該建地的該批防火門清

單 (如圖 4-51 所示 )，各防火門項目經由點選後則可再深入了解該防火門細部

資訊 (如圖 4-52 所示 )；另外，使用者亦能與訊息分類頁面選擇依進場貨次來

了解進入該建地的該批貨次之防火門清單 (如圖 4-53 所示 )，再經由點選清單

中的防火門項目即可詳細了解該防火門資訊。  

 

 

 

 

 

 

 

 

 

 

 

 

 

 

圖 4-49 防火門資訊管理系統  (依建物查詢資料畫面)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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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0 防火門資訊管理系統  (依建物查詢資料畫面-進場防火門批

號列表)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圖 4-51 防火門資訊管理系統(依建物查詢資料畫面-訊息分類)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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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2 防火門資訊管理系統(依建物查詢資料畫面-防火門細部資訊)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圖 4-53 防火門資訊管理系統  (依建物查詢資料畫面-防火門列表-出

貨次號)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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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系統修正內容說明  

本研究系統係以 RFID 技術於防火門生命週期管理模式及各單位之資訊需

求為基礎所建構，經由實際案例導入測試成果以及專家訪談討論結果針對模

式及資訊需求內容進行修正，故本系統之變動內容說明如下 (如表 4-21~表 4-

22 所示 )：  

  用戶端系統 (前端系統 )  

1 .  將產品驗證機構，監造，防火門廠商所需使用之模組劃分成三個登入畫

面，讓使用者便於使用。  

2 .  依專家意見將防火時效及門樘材質資訊加入系統資訊內容。  

3 .  考量系統運算及使用邏輯將系統使用介面重新規劃。  

  防火門資訊管理系統 (後端系統 )  

1 .  依專家意見將防火時效、門樘材質及鉸鏈五金等資訊加入系統資訊內

容，故查詢時可取得此資訊及申請標籤時必須填寫此資訊。  

2 .  考量系統內建之資訊無法滿足實際需求，故申請標籤模組中下拉式選單

部分 (已內建資訊 )新增使用者增加下拉資料之功能。  

 

表 4-21 資料庫資訊差異表  
資料表名稱  新增資訊  刪除資訊  

建築物實體資料表  無  無  
監造人實體資料表  無  無  
防火門與建物連結資料表  無  無  
同型式引用實體資料表  無  無  
防火門報告書實體資料表  無    貨品號列  
防火門生產廠商實體資料表  無  無  

防火門批號實體資料表  

  防火時效  
  門樘材質  
  門樘型式  
  鉸鏈型式  
  鉸鏈廠牌  
  鉸鏈型號  

  防火門外觀圖片  

防火門 RFID 實體資料表  無    實際尺寸資訊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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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系統差異表  
項目  原系統  修正版系統  備註  

用戶端系統 (前端系統 )  

使用者登入介面

各單位登入畫面

合一，帳號密碼

填寫後須依使用

者分類選取登入

使用。  

將各單位使用介

面獨立，使用者

僅會取得自身部

分之系統功能。

  

監造工廠查驗功

能  
不具此功能  新增此功能   

輸入實際尺寸功

能  
具有此功能  刪除此功能  

RFID 應用模式已

去除施工驗收階段

中的填寫實際尺寸

部分。  

門樘型式及鉸鏈

資訊  
不具此資訊  新增此資訊    

防火時效及門樘

材質資訊  
不具此資訊  新增此資訊    

防火門資訊管理系統 (後端系統 )  

標籤申請內容之

下拉式選單內容
原設定選項  

1 .  原設定選項  
2 .  新增自訂選項

功能  
  

監造工廠查驗資

訊  
不具此資訊  新增此資訊    

門樘型式及鉸鏈

資訊  
不具此資訊  新增此資訊    

防火時效及門樘

材質資訊  
不具此資訊  新增此資訊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第九節  小結  

 

本研究系統目前以高頻 HF 為開發模組，若後續研究需更換不同頻段或是

不同廠牌之的 RFID 讀取器使用本系統，因現行開發語言均採物件導向模

式，因此可將欲更換的讀取器之程式碼放置於函示庫中，修改用戶端系統內

連結 RFID 讀取器的程式碼即可達到目的，至於防火門資訊管理系統 (後端系

統 )以及後端資料庫皆不需更改。本研究所規劃之 RFID 防火門生產履歷資訊

管理系統，主要建置兩大系統，一為前端系統 (用戶端系統 )，提供產品驗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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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訂購防火門之工地監造以及生產防火門之廠商使用，另一為防火門資訊

管理系統 (後端系統 )，主要使用者為防火門生產廠商以及一般使用者，一般使

用者不必登入即可使用該系統，生產廠商則需使用帳號與密碼登入此系統做

申請防火門批號之動作。在前端系統 (用戶端系統 )部分，主要分為三大環境，

依據防火門生命週期流程分別為建置產品核發系統、工地監造防火門查驗系

統、防火門出貨管理系統，系統方面包含防火門出貨管理、核發標籤、工廠

查驗、現地材料檢查功能及施工檢查功能，使用者需搭配 RFID 讀取器以及

有網路之環境才能啟用本系統。而在防火門資訊管理系統 (後端系統 )部分，提

供廠商申請標籤及對防火門的資訊可以作查詢之功能，只要使用者於網址列

輸入網址，即可進入本系統進行操作。  

 

 

 

 

 

 

 

 

 

 

 



第五章 案例驗證 

第五章  案例驗證  

 

本章旨在透過配合防火門廠商來進行本研究所提出之 RFID 技術導入建

築用防火門市場管理模式及 RFID 防火門生產履歷資訊管理系統實際案例驗

證，並且於實際操作過程了解遭遇之問題並研擬因應對策。本章依序以驗證

目的，驗證範圍，案例驗證，及案例成果與討論等章節來說明本研究實際導

入測試成果。  

 

第一節  驗證目的  

 

基於落實公共安全之理念，本研究利用 RFID 技術所帶來的履歷追蹤、

資訊雙向溝通等特點，透過 RFID 標籤紀錄之資訊進行防火材料追蹤管理，

期盼以電子化防火材料追蹤管理之方式提升防火材料之安全效益。本研究已

於第 96 年針對防火材料認證、檢驗、管理應用 RFID 技術之可行性進行探

討；並於 97 年持續探討 RFID 導入的方式並進行系統規劃與建構系統，故

此次實際導入之目的便在於驗證 96 年與 97 年之研究成果，透過實際案例

驗證本研究所研擬之情境與開發之系統是否符合實際使用之需求，並針對實

際發生之問題予以修正，以達到符合市場實際需求。  

為了達到案例驗證目的以及使本研究所規劃的應用模式與系統能符合實

務需求，本研究首先必須確立驗證範圍以避免範圍過大而失焦導致降低驗證

成效，並與配合之防火門廠商洽談相關合作內容 (含模式及系統操作 )進行實

際案例測試，以便瞭解導入實測過程中所遭遇的問題並研擬因應策略，並於

策略研擬完成後再與廠商討論策略之適切性；若本研究所研擬之策略能解決

廠商之實務需求，爾後再進行修正 RFID 應用模式及資訊管理系統內容。藉

此一程序逐步完成本研究之目標建立，並推廣符合實務運作需求之 RFID 技

術於防火門生命週期管理模式與防火門 RFID 生產履歷管理資訊系統 (如圖

5-1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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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案例驗證流程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第二節  驗證範圍  

 

防火門從製造、生產至銷售、維護其生命週期所牽涉的組織眾多。本研

究所規劃之 RFID 應用情境乃於銷售階段開始有 RFID 標籤，故檢驗測試階

段並不納入本研究驗證案例之範圍；再者本研究考量施工安裝階段以及竣工

查驗階段所牽涉之組織眾多及作業性複雜，並且防火門流向必須掌握銷售端

之產品動向，故目前本研究先以銷售階段作為先期案例驗證範圍進行了解本

研究所規劃之模式可操作性並加以改善 (如圖 5-2 所示 )。本研究之實際導入

對象為國內中部的賜福門窗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南部的盈昌金屬建材行，其餘

階段所涉及之單位組織皆不在此次範圍限制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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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RFID 導入防火門管理驗證流程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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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案例驗證  

 

本研究基於落實防火安全之理念，規劃出一套 RFID 應用於防火門流向

控管之情境與流程規劃，並依照上述之規劃建構出一套 RFID 系統，期盼以

電子化之方式取代目前紙本記錄之弊端。為了使本研究於去年所建構的系統

能更貼近使用者需求，本研究於今年訪談多位不同領域之專家，並實際導入

兩家知名防火門廠商，測試其系統之穩定度與實用度，並將其測試結果回饋

修正系統，以達到符合實際市場需求。  

在本研究已擬定一實際案例導入測試步驟 (如圖 5-3 所示 )，藉由此程序

步驟為基礎進行案例導入過程：  

 

 

 

 

 

 

 

 

 

 

 

 

 

 

 

 

 

 

 

圖 5-3 案例測試步驟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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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案例驗證 

1.  規劃驗證流程  

本研究於案例驗證之初，先行規劃此次案例驗證之流程，並於內部研究

會議討論及擬定相關案例驗證導入之相關細節，例如：規劃各驗證流程、擬

定驗證目標以及導入之時機等，透過事前的詳細規劃能於實際導入過程中更

加順暢並減少問題之發生。本研究希望藉由實際案例之驗證獲取對於系統之

功能具有提升正面效果之建議，並了解本研究所規劃之情境模式以及系統功

能是否符合廠商業者於實際進行防火門管理之需求。  

2.  系統操作說明  

本研究團隊抵達配合防火門廠商公司後，研究團隊便先於廠商之會議室

進行相關內容簡報，首先將此次導入驗證之動機與目的說明於廠商瞭解；其

次便概述計畫內容與本研究所規劃的 RFID 應用於防火門流向控管之流程；接

著開始操作示範本研究所建構以 RFID 技術為基礎的防火門流向控管資訊系

統。本研究欲藉由概述之方式讓廠商瞭解整個生命週期的應用模式，以便開

始下一階段的實際導入驗證流程。並透過本研究團隊針對系統各項功能進行

解說及操作說明讓廠商能夠於實際操作時更加容易上手。  

3.  系統導入實作  

本研究團隊於上述系統操作說明後，配合廠商對於本研究之動機、目的

以及規劃之流程與系統操作已有一定程度的概念，便開始與配合廠商進行實

際的驗證導入。於開始，案例配合之防火門廠商實際帶領本研究小組前往其

防火門製造工廠，一方面藉由工廠的參觀讓本研究小組更加了解防火門於實

際之下單、製造、出貨等階段流程，另一方面也讓本研究小組有機會能夠於

工廠實際出貨管理時針對本研究所開發建置之系統進行測試與操作，以了解

實際操作與使用上是否有不符合實際需求或是不符合邏輯概念之問題，接下

來便開始 RFID 實際導入之應用流程。本研究所規劃之 RFID 技術於防火門管

理之生命週期涵蓋三個階段 (發證、出貨以及監造 )，但因此次驗證之範圍僅為

銷售出貨階段，故 RFID 標籤之發證作業階段先由本研究小組代替核發 RFID

標籤。首先廠商先於後端 Web-base 網頁上申請所需的 RFID 標籤，並經由本

研究 (發證單位 )核准標籤後交付於防火門廠商，廠商於出貨前便將 RFID 標籤

貼附於防火門上，並透過前端系統填寫出貨之狀況、日期與出貨人等，以完

成出貨階段之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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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遭遇問題分析  

於配合之防火門廠商之工廠進行實際驗證過程中，發現許多與實際出貨

狀況不符之情形產生，且廠商亦提出了系統其他功能需求，諸如標籤之預

購、發證單位以及系統資訊不足等。本研究從中瞭解其所規劃的流程與系統

皆有與市場需求不符之問題，本研究團隊亦針對導入過程中所遭遇之問題進

行探討其因應對策並分析其原因。  

5.  提出因應對策  

透過上述的案例實際導入之過程，本研究小組將所記錄之問題與廠商進

行溝通，針對相關問題於實際出貨管理時之狀況進行進一步的了解。本研究

亦於實際導入時所遭遇之問題提出進行討論，透過腦力激盪、逐一分析評估

遭遇之問題，並提出其因應對策。  

6.  修正模式與系統  

本研究透過實際導入所遭遇的問題，透過腦力激盪之方式逐一分析其問

題並提出解決對策後，本研究團隊便開始修正原先所規劃的 RFID 技術應用於

防火門管控之流程與系統，期盼藉由實際問題修正其應用模式與系統，以達

到符合市場實際需求。  

7.  回饋  

本研究將所遭遇之問題提出解決對策並重新修正其模式與系統後，本研

究團隊再次南下拜訪配合之防火門廠商，將前述的流程重新運作，包含進行

修正後的計畫、情境模式以及系統功能說明簡報，並且再一次的進行修正後

的系統實際回饋導入測試，以確認修正後的系統是否仍有不符合實際使用需

求並針對其問題再次提出因應對策。  

8.  完成案例驗證  

於修正後的系統及情境模式進行回饋導入作業之後，本研究於此次的系

統導入實際驗證獲得了廠商的支持與肯定，廠商亦對於本研究之研究成果寄

予厚望，於案例實際導入驗證流程結束後，本研究團隊亦擬定後續推廣之規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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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將實際導入之結果分別詳述如下：  

壹、案例一  

一、案例導入之廠商公司背景  

本研究所建置之系統實際案例導入之配合廠商位於台灣中部地區的賜福

門窗股份有限公司，其公司於民國六十八年成立，主要從事於專業之防火門

與各式門、窗之設計與製造，行銷範圍遍及全國，並在市場上佔有相當高之

比率，其產品之品質亦受到使用者及同業間之肯定。  

 

二、系統實際案例導入所遭遇之問題及對策  

本研究小組於計畫執行過程中，特地南下拜訪配合之廠商，並實際導入

本研究提出之 RFID 應用於防火門市場流向管理系統於實際工廠出貨管理及產

品驗證機構執行發放標籤時之動作 (如圖 5-4 及圖 5-5 所示 )，以下便針對實際

導入過程中所遭遇之問題進行說明。  

 

 

 

 

 

 

 

 

 
 

 

 

圖 5-4 系統實際驗證過程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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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RFID 標籤讀取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導入案例驗證過程中發現本研究所規劃之情境與系統皆有不符合廠商需

求之問題，以下將分別描述之：  

1.  申請 RFID 標籤與核發標籤階段  

  進行產品驗證機構發放標籤作業時，廠商對於後端管理資訊系統中的

「防火門批號」提出了質疑，據了解，防火門廠商於實際生產製造防

火門之過程中，並無「防火門生產批號」，僅於客戶端下單製造時會

有「訂單編號」，故其建議將「防火門批號」以「訂單編號」代換

之。然而，因全國之防火門生產廠商為數可觀，其訂單編號之呈現方

式亦有不同，若以「訂單編號」做為防火門之索引編號，將會有編號

重複或造成資料量過於龐大之虞。  

  廠商亦提出未來政府於推行此機制時應考量 RFID 標籤的發放作業單

位之公信力。  

  廠商對於發放標籤作業時必須輸入大量資料，且常有同一批防火門中

資料完全相同之情形，使得 RFID 標籤發放作業人員必須重複輸入多

次相同的資料，造成標籤發放作業時之工作量，且耗費大量時間。  

  廠商提出系統中本研究團隊原規劃將放入防火門之外觀圖片因非為必

要之資訊，故似乎無存在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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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出貨管理階段  

廠商申請 RFID 標籤與產品驗證機構發放標籤作業後，便是出貨端之管理

階段，以下將敘述本研究導入於出貨管理階段所發生的問題：  

  廠商於 RFID 標籤的申請與購買作業流程中提出了「整批購買，逐一

核銷」的概念，這項概念與本研究團隊初始建構 RFID 應用於防火門

市場流向管理系統之「實報實領」之概念稍有差異，因國內防火門製

造廠商為數眾多，平日的出貨量及時間亦難掌握，故廠商方面考量到

RFID 標籤發放之作業時間，可能影響後續的出貨時間，造成廠商於

出貨管理上之不便。針對此問題，本研究團隊經縝密的思考及討論

後，在不違背避免不肖廠商偽造標籤的前提下，並且能改善 RFID 標

籤發放之作業時間，針對此項問題本研究將於後續章節中針對此問題

進行深入探討並規劃設計其因應對策。  

 

綜觀整體過程，本研究將上述廠商提出之各項問題、建議整理成表格 (如

表 5-1 所示 )並分別描述之。  

表 5-1 系統實際導入遭遇之問題說明表  
產品驗證機構發放標籤部分  

No.  遭遇問題  詳細說明  

1 
後端管理資訊系統中「防

火門批號」定義不清？  

防火門廠商於實際生產製造防火門之

過程中，並無「防火門生產批號」，

僅於客戶端下單製造時會有「訂單編

號」，故其建議將「防火門批號」以

「訂單編號」代換之。  

2  
RFID 標籤的發放作業單

位將如何規劃？  

廠商亦提出 RFID 標籤的發放作業將

由何單位執行之問題，以避免於標籤

發放作業進行時有「裁判兼球員」之

情況發生。  

3  
發放 RFID 標籤的手續複

雜，重複性質太高，易造

成時間的耗費。  

廠商對於發放標籤作業時必須輸入大

量資料，且常有同一批防火門中資料

完全相同之情形，使得 RFID 標籤發

放作業人員必須重複輸入多次相同的

資料，造成標籤發放作業時之工作

量，且耗費大量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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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統中的防火門外觀圖片

之實用性與需求性？  

因防火門外觀圖片皆相同，若呈現於

系統上不但對於防火門品質無實質幫

助，亦可能造成系統資料庫的負擔。  

廠商端之出貨管理  

No.  遭遇問題  詳細說明  

1 
廠商針對標籤之申請及購

買提出「整批購買，逐一

核銷」的概念。  

因國內防火門製造廠商為數眾多，平

日的出貨量及時間亦難掌握，再者，

公家機關單位上班時間亦可能與廠商

出貨時間無法相互配合，故廠商考量

RFID 標籤發放之作業時間，可能影

響後續的出貨時間，造成廠商於出貨

管理上之不便。  

2  
廠商建議可將 RFID 設備

客製化，如一般在市面上

停車管理用之 PDA。  

廠商建議可將 RFID 設備客製化，將

其設備與系統作一個整合，如一般在

市面上停車管理用之 PDA，於檢查時

僅須攜帶一台 PDA 即可，在實際操作

上較為簡便。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貳、案例二  

一、案例導入之廠商公司背景  

本研究第二家實際案例之配合廠商位於台南的盈昌金屬建材行，其公司

成立於民國 75 年 7 月間，初期以從事各項金屬門安裝服務為主要業務。至

民國 76 年間由於國內經濟快速成長，建築相關產業膨勃發達。為因應此一

市場需求，乃於民國 77 年投下鉅資，設廠從事生產製造業務。  

 

二、系統實際案例導入所遭遇之問題及對策  

本研究團隊於案例一驗證結束後，特又南下拜訪第二家之廠商，再一次

導入本研究提出之 RFID 應用於防火門市場流向管理系統於實際工廠出貨管理

及產品驗證機構執行發放標籤時之動作 (如圖 5-6 及圖 5-7 所示 )，期盼以兩家

不同規模之廠商驗證其穩定性與實用性。以下便針對實際導入過程中所遭遇

之問題進行說明並提出因應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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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 系統實際驗證過程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圖 5-7 RFID 標籤讀取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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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案例二過程中本研究發現此配合廠商提出之問題與案例一有部分相

同之處，故突顯出防火門廠商所提出之看法與較為著重且著注之市場問題亦

雷同。本研究將發現之問題茲將分別描述如下：  

1.  申請 RFID 標籤與核發標籤階段  

  此家配合廠商亦提出執行 RFID 標籤發放單位之問題，希望未來政府

於推行此機制時能夠考量 RFID 標籤的發放作業單位之公信力。  

  系統中本研究團隊原規劃系統中並無門橖形式與腳鏈之資訊，但依照

驗證登錄書檢查，腳鏈資訊與門樘型式應為檢查的項目一環，故廠商

建議將此兩項資訊增加於系統上。  

2.  出貨管理階段  

  於實際導入過程中，廠商提出了目前國內防火門製造廠商約為 190 家

至 200 家，廠商眾多，再加上平日出貨量及時間亦難掌握，因此建議

研究團隊以「整批購買，逐一核銷」之概念取代目前標籤「實報實

領」方式，以符合實際市場之需求。針對此問題，本研究團隊將經過

詳細的思考及討論後，於後續章節中針對此問題進行深入探討並規劃

設計其因應對策。  

 

綜觀整體過程，本研究將上述廠商提出之各項問題、建議彙整成表格 (如

表 5-2 所示 )並分別描述之。  

表 5-2 系統實際導入遭遇之問題說明表  
產品驗證機構發放標籤部分  

No.  遭遇問題  詳細說明  

1 

導入廠商亦提出了未來政

府應考量發證單位之公信

力以進行 RFID 標籤之發

放作業。  

因發證單位掌控了標籤發放的權力，

若有不肖廠商與發證單位勾結則此模

式便失去了原有的功效，故廠商認為

發證單位必須經過嚴謹的討論、仔細

的評估。  

2  
建議增加腳鏈資訊與門樘

型式於系統中。  

依照驗證登錄書檢查，腳鏈資訊與門

樘型式應為檢查的項目一環，故廠商

建議將此兩項資訊增加於系統上。  

廠商端之出貨管理  

No.  遭遇問題  詳細說明  

1 
廠商亦針對標籤之申請及

購買提出「整批購買，逐

目前國內防火門製造廠商為數眾多，

約為 190 家至 200 家，廠商為數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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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銷」的概念。  多，再加上平日出貨量及時間亦難掌

握，可能造成領取標籤排隊之問題，

進而影響出貨之時間。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為了使本研究於去年所建構的系統能更貼近使用者需求，本研究於今年

導入兩家知名防火門廠商，作一實際測試其系統之穩定度與實用度。研究團

隊並針對導入各問題詳細提出之因應對策並進行可行性評估以及回饋修正系

統，期望能在不違背避免不肖廠商偽造標籤的前提下，又能符合實際市場需

求，並改善 RFID 標籤發放之作業時間已達到雙贏之局面。藉由這兩次的實際

導入驗證，本研究將逐一針對廠商及專家學者提出之建議及問題提出更有效

的因應對策，並修正本研究團隊建構之 RFID 應用於防火門市場流向管理系

統，期望未來系統於實際應用時能夠更佳符合實際使用者之需求並增加系統

之實用性，以提升防火門流向及市場管理之效率。  

 

第四節  案例成果與討論  

 

透過兩次的案例實際導入過程中，瞭解本研究所建構的 RFID 應用於防火

門市場流向管理情境與系統與實際防火門市場作業雖無重大問題，但仍有小

部分之差異。因此，針對此兩次案例實際導入之經驗以及廠商所提出的各項

意見、問題與建議，本研究團隊將仔細思考與評估實際導入時廠商所提出之

各項意見、建議與導入時所遭遇之問題逐一討論，期盼能在不增加政府單位

作業負擔之情況下亦能達到防火門廠商之需求，並將結果回饋至本研究中，

修正其系統之建構概念、畫面以及內部資訊，以因應實務上的各項需求，使

本研究建構之系統更符合實際應用。本研究於此次的實際驗證中得到以下初

步成果，茲將成果分別說明如下：  

 

壹、案例一  

本研究確實根據前次案例實際導入之經驗以及廠商所提出的各項意見、建

議與遭遇之問題對於系統進行適當的修改與調整，並於系統修正完成後再次

前往中部拜訪配合之防火門廠商在一次的進行系統適用性的確認。透過二次

127 



無線射頻辨識技術(RFID) 於防火門之流向管理應用計畫 

與廠商的實際導入與回饋討論後，本研究獲得了以下成果，並將其實際導入

時所遭遇的問題與因應對策詳述如表 5-3 所示。  

表 5-3系統實際導入遭遇之問題及因應對策表  
產品驗證機構發放標籤部分  

No.  遭遇問題  因應對策  

1 
後端管理資訊系統中「防

火門批號」定義不清？  

未來「防火門批號」將由系統透過電

腦邏輯運算產生，而經電腦系統邏輯

運算產生之批號號碼其數字及文字之

組成方式以及各自代表之意義，建議

可於未來系統實際導入運作時再針對

其進行設計。  

2  

導入廠商提出了未來政府

應考量發證單位之公信力

以進行 RFID 標籤之發放

作業。  

目前本研究依先前座談會之專家學者

所提出之建議規劃為透過具有公信力

的第三方機構執行標簽發放作業，然

實際全面導入時之 RFID 標籤發放單

位將可透過政府相關機關進行規劃。  

3  

發放 RFID 標籤作業時必

須輸入大量資料，且資料

重複性高，造成作業時間

延長，延誤 RFID 標籤發

放時間。  

廠商於申請標籤時僅需針對每一批號

之防火門填寫一次資料，並於核發標

籤時以下拉式選單選取其對應之批號

便能完整呈現此批號下之防火門資

料，藉此有效改善 RFID 標籤發放作

業人員於發放標籤時相同資料必須重

複輸入之問題。   

4  
建議刪除系統中的防火門

外觀圖片，以增加系統畫

面中資料之實用性。  

系統中已移除防火門之外觀圖片，以

簡化系統畫面，並提升系統資料之實

用性。  

廠商端之出貨管理  

No.  遭遇問題  因應對策  

1 
廠商針對標籤之申請及購

買提出「整批購買，逐一

核銷」的概念。  

針對廠商提出之建議，本研究於防火

門廠商申請標籤時提出兩種方案，其

一為「實報實領」之方式，此方式可

避免過往廠商自行印製標識造成造假

問題之產生，並於出廠前將 RFID 標

識貼附於門扇，降低日後偽造或調包

等情事發生；其二為「整批購買，逐

一核銷」之概念，此方式能防止廠商

過往濫印標籤之狀況，亦可解決廠商

出貨延遲之問題。二者方式皆能幫助

防火門市場正本清源，保護信譽良好

之廠商並提升競爭力。  

2  廠商建議可將 RFID 設備 針對廠商所提出的此項建議，因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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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製化，如一般在市面上

停車管理用之 PDA。  
究考量平板電腦可將防火門相關資訊

完整呈現於畫面中，對於實際操作人

員而言較能迅速檢視資訊並且 PDA 及

平板電腦皆屬移動性高之設備，因此

本研究於本及畫執行過程仍採平板電

腦為用戶端系統使用設備。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貳、案例二  

本研究為了測試其流程與系統之完整性，於中部廠商導入完成後，特南

下拜訪南部某知名防火門廠商，希望藉由不同兩家的防火門廠商實際導入之

結果，能更符合市場需求，本研究並依其此次測試結果回饋修正研究內容與

系統。本研究將實際導入之結果與經本研究團隊討論之因應對策詳述如表

5-4 所示。  

 

表 5-4系統實際導入遭遇之問題及因應對策表  
產品驗證機構發放標籤部分  

No.  遭遇問題  因應對策  

1 
RFID 標籤的發放作業將

由何單位執行？  

目前本研究依先前座談會之專家學者

所提出之建議規劃為透過具有公信力

的第三方機構執行標簽發放作業，然

實際全面導入時之 RFID 標籤發放單

位將可透過政府相關機關進行規劃。  

2  
建議增加腳鏈資訊與門膛

型式於系統中。  

依照驗證登錄書檢查，腳鏈資訊與門

膛型式應為檢查的項目一環，故本研

究於未來將會補充此兩項目，以增加

系統之實用性。  

廠商端之出貨管理  

No.  遭遇問題  因應對策  

1 
廠商針對標籤之申請及購

買提出「整批購買，逐一

核銷」的概念。  

針對廠商提出之建議，本研究於防火

門廠商申請標籤時提出兩種方案，其

一為「實報實領」之方式，此方式可

避免過往廠商自行印製標識造成造假

問題之產生，並於出廠前將 RFID 標

識貼附於門扇，降低日後偽造或調包

等情事發生；其二為「整批購買，逐

一核銷」之概念，此方式能防止廠商

過往濫印標籤之狀況，亦可解決廠商

出貨延遲之問題。二者方式皆能幫助

129 



無線射頻辨識技術(RFID) 於防火門之流向管理應用計畫 

產品驗證機構發放標籤部分  

No.  遭遇問題  因應對策  
防火門市場正本清源，保護信譽良好

之廠商並提升競爭力。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参、綜合討論  

本研究於今年度計畫執行過程中前後共進行了兩家廠商實際導入測試，

並於其導入測試之過程中發現實際作業時所遭遇的問題與獲得配合廠商之寶

貴建議與意見，本研究除了上述針對兩家廠商所提出各項問題進行探討與修

正系統並提出因應對策之外並進行綜合討論，其說明如下：  

一、  修正規劃情境與流程：  

  於系統案例的實際驗證中，兩家配合廠商皆提出「整批購買，逐一核

銷」的概念，與本研究當初所規劃之「實報實領」的模式稍有差異，

雖實報實領之模式能降低標識造假之問題，但亦可能造成廠商領取

RFID 標籤排隊之情形，此時便會影響防火門廠商出貨之時間。針對

此問題本研究建議可將防火門廠商所提出之概念將最初的「實報實

領」標籤之方式改由將 RFID 標籤一次大量發給防火門製造廠商，

RFID 標籤之數量亦交由廠商自行控管，且於出貨時廠商亦可自行將

RFID 標籤貼附於防火門上並進行出貨之動作，但出貨時廠商除需上

網填寫各 RFID 標籤對應之防火門相關資料外，還需填入防火門出貨

之工地位置，其填入之資料便會儲存於系統中，待廠商完成防火門出

貨作業，並於防火門運抵工地時，再交由現地查驗之作業人員核對運

抵工地之防火門與其相關資料是否相符，並於實際出貨後再於系統上

填寫「核銷」之表單，如此便能掌控 RFID 標籤數量，亦能符合實際

需求。  

  廠商提出 RFID 標籤的發放作業將由何單位執行之問題，針對這項問

題，於本研究團隊先前舉辦之座談會中有出席的專家學者提出了將標

籤發放作業交由具有公信力的第三方機構，故目前本研究依先前座談

會所得到之建議規劃為透過具有公信力的第三方機構執行標簽發放作

業，然實際全面導入時 RFID 標籤發放單位將可透過政府相關機關進

行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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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修正系統畫面與資訊：  

  於系統所呈現之畫面中，廠商於申請標籤與核發標籤時提出了系統畫

面須填入的資訊太多且繁雜，其中建議防火門照片建議可將移除，因

考慮此項資訊對於實際作業亦無實質幫助。本研究特別針對系統畫面

與其內部資料進行進一步的修改與調整，其中防火門外觀之照片因考

量資料的實用性，故本研究團對於系統修正時確實將此資訊於系統中

刪除，此外，針對廠商提出的系統畫面過於繁雜之問題，本研究亦將

系統中相關資料分門別類，方便使用者未來於使用系統時可依據其所

需資料調閱瀏覽。  

  在系統內部資訊中，當產品驗證機構進行發放標籤作業時，廠商對於

後端管理資訊系統中的「防火門批號」提出了質疑，據了解，防火門

廠商於實際生產製造防火門之過程中，並無「防火門生產批號」，僅

於客戶端下單製造時會有「訂單編號」，故其建議將「防火門批號」

以「訂單編號」代換之。然而，因全國之防火門生產廠商為數可觀，

其訂單編號之呈現方式亦有不同，若以「訂單編號」做為防火門之索

引編號，將會有編號重複或造成資料量過於龐大之虞，故建議使用系

統中「防火門批號」由系統透過電腦邏輯運算產生，以避免資訊混淆

的情況發生。  

  廠商亦提出了於發放標籤作業時必須輸入大量資料，且常有同一批防

火門中資料完全相同之情形，使得 RFID 標籤發放作業人員必須重複

輸入多次相同的資料，造成標籤發放作業時之工作量，且耗費大量時

間，針對這項問題，廠商於申請標籤時僅需針對每一批號之防火門填

寫一次資料，並於核發標籤時以下拉式選單選取其對應之批號便能完

整呈現此批號下之防火門資料，因此並不會有廠商所提出的 RFID 標

籤發放作業人員於發放標籤時相同資料必須重複輸入之問題，並減少

其工作量以及縮短工作時間。  

 

三、  資訊系統之整合  

本次實際使用 RFID 導入實際生產管理上，廠商本身已有一套生產管

理系統，故提出未來可否將其系統與 RFID 流向管理系統作連結，且在

申請標籤上之程序與所填寫之部份資訊與廠商在防火門商品檢驗申報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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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上所申請的資訊相同，是否可以將 RFID 流向管理系統連結至標準檢

驗局之申報資料的資料庫，減少在申請核發標籤上的程序。   

 

四、  RFID 讀取器的客製化：  

廠商建議可將 RFID 設備客製化，將其設備與系統作一個整合，如一

般在市面上停車管理用之 PDA，於檢查時僅須攜帶一台 PDA 即可，在實

際操作上較為簡便。  

 

五、  系統導入之成效：  

經本研究實際進行兩次系統導入，並收集廠商實際測試後所提出之問

題與建議進行系統之修正後，廠商方面對於本研究所提出之系統以及

RFID 導入防火門生命週期之模式皆抱持正面看法及信心，不僅認為本系

統確實能夠對於仿火門之市場流向管理帶來實質助益，並懇切地希望未來

能夠確實的全面導入應用於國內之防火門市場中，以杜絕目前之市場亂

象，發揮。  

 

本研究所建構之 RFID 應用於防火門市場流向管理系統不僅將防火門相關

資料電子化，利用了現在網路世界無遠弗屆及便捷快速的特性，改善了目前

防火門市場驗證及管理之流程，也透過 RFID 標籤的使用大幅提升使得相關驗

證機構進行查驗動作及流向管理之作業效率，本研究經審慎討論專家學者及

實際導入之廠商所提出的意見、建議與導入時所發生的困難，評估並回饋修

正本研究，以期盼於未來實際應用導入能對防火門市場之流向管控產生實質

上的助益。  

 

第五節  小結  

 

為了使本研究規劃的情境與系統能符合實際市場需求，故於今年實際導入

兩家防火門廠商，透過兩次的案例實證與回饋討論，瞭解在防火門廠商在實

際作業的生產流程上與本研究團隊於前年所研擬的情境以及系統需求稍有差

異，本研究團隊並依實際導入驗證發現之問題與廠商給予之建議彙整並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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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對策，並修改系統功能、資訊及畫面，以提升系統之實用性，期盼防火

門廠商在使用 RFID 流向管理系統時，能夠更加容易駕輕就熟，且符合實際作

業的需求。本研究不僅針對防火門廠商之需求加以修正其系統，亦詳加探討

防火門相關單位之作業流程，分析其作業需求，多面性的聽取各方意見，以

增加本系統之完整性與實用性。此外，廠商亦提供許多其他建議，諸如本研

究未來的系統發展、採用設備的客製化及與相關單位的資料庫系統整合等，

對於本研究皆有莫大幫助。本研所選擇導入的兩家實際案例於台灣防火門市

場皆有舉足輕重之地位，其公司規模於防火門產業中應屬於較大型者，但防

火門產業不論大中小規模者其出貨管理模式皆為相同，故未來其它規模之防

火門公司應皆能以相同之方式應用。目前的系統已經修正完成，廠商於瞭解

修正後之流程模式與系統已無意見，兩家配合廠商對於此系統導入於防火門

管理皆有相當信心，對於本研究在後續實際導入推廣上有莫大幫助。本研究

期盼能藉由 RFID 應用於防火門市場流向管理系統有效提升防火門之市場管理

效率，並改善目前防火門流向管理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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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RFID 技術於防火門生命週期管理推動措施  

 

本章旨在探討 RFID 技術於防火門生命週期管理之優勢與限制及應用效益

等，並且為了使本研究所擬之模式及系統能夠落實於市場上進行防火門管

理，因此本研究亦建議相關配合制度與法令及規劃短期，中期，及長期等三

期之推動措施規劃供相關單位參考。  

 

第一節  R F I D 技術於防火門生命週期管理之優勢與限制  

 

基於公共安全理念且為了加強防火門之生產、運送、檢驗、使用過程的資

訊流通，本研究透過無線射頻辨識技術 (RFID)進行防火材料追蹤管理，將防

火門生命週期各階段之相關資料加以串連，以達到產銷履歷透明化之目的。

以下將分別敘述本研究運用 RFID 技術導入防火材料控管之優勢與劣勢：  

壹、RFID 應用之優勢  

一、  主管機關：  

  本研究所提出的導入架構能夠促進防火門生命週期資訊的流通，主管機

關可於本研究建置之防火門流向管控資訊系統上查詢防火門流向以及所

有相關的資訊，進而實際落實公共防火安全。  

  透過產銷履歷的資訊透明化，對於標檢局能落實不定期的抽查市面防火

門的合格性，而對於主管建築機關可以查詢過去歷程中的檢查歷程則能

增加了解防火門合格性。  

二、  防火門廠商：  

  本研究於防火門廠商申請標籤時提出兩種方案，其一為「實報實領」之

方式，此方式可避免過往廠商自行印製標識造成造假問題之產生；並於

出廠前將 RFID 防火門認證標識貼附於門扇，降低日後偽造或調包等情

事發生；其二為「整批購買，逐一核銷」之概念，此方式能防止廠商過

往濫印標籤之狀況，亦可解決廠商出貨延遲之問題。二者方式皆能幫助

防火門市場正本清源，保護信譽良好之廠商並提升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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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消費者：  

  透過本研究所規劃之情境流程對防火門生產製造層層把關，可杜絕黑心

之防火門流入市場，保障消防者權益以及提升購買信心。  

  RFID 導入防火門流向管控乃具有杜絕黑心防火門之功能，提升場所安

全性，以及保障正統防火門產商之商譽並提升自身產品競爭力。主管機

關及消費者亦可藉由本研究團隊所建置之系統瞭解防火門之流向與歷程

資訊，而主管機關亦可於抽查時透過系統擷取相關資訊以供參考，以達

到公共防火安全。  

貳、RFID 應用之劣勢  

一、  主管機關：  

  本研究提出之防火門標籤「實報實領」與「整批購買、逐一核銷」之

機制雖可降低造假之問題產生，但兩模式亦可能於核發標籤時造成產

品驗證機構增加作業時間與耗費較多人力。  

  RFID 於防火門管理模式雖可嚇阻劣質防火門廠商，但若無完善的市場

監督及控管機制仍有不良之防火門貼附 RFID 標籤之疑慮。  

二、  防火門廠商：  

  本研究提出其方案一「實報實領」之機制雖可降低不良之問題產生，

但防火門廠商若同時申請 RFID 標籤時可能造成產品驗證機構應接不

暇，造成領取標籤排隊之情形，此時亦可能影響防火門廠商出貨之時

間；方案二「整批購買、逐一核銷」之方式雖能改善廠商出貨時間延

遲的問題，但相較於「實報實領」之模式在改善降低不良防火門流入

市場之效果較差。  

 

由上述敘述可得知 RFID 技術導入於防火門雖然具有相當大的效益，但亦

可能增加防火門廠商與產品驗證機構耗費時間之問題。  

参、RFID 應用之限制  

RFID 技術雖然對於抗環境影響之效果較條碼為佳但仍是會存在些許環境

條件的限制，儘管 RFID 標籤雖具有無線辨識的便利性，被視為物流、倉儲管

理等用途的一大革命，但事實上要讓它普遍被接受，除了成本及尺寸的問題

外，仍有不少環境上的使用瓶頸有待驗證及克服。以下將分別敘述 RFID 應用

於防火門之條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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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網路環境：  

本研究所研擬的 RFID 於防火門流向控管之情境與架構須配合本研究所發

展出的資訊管理系統相互配合，因此防火門生命週期的各個環節皆必須仰賴

網路技術與資料庫連結以達到資訊串連之目的。  

(2)  金屬干擾：  

RFID 技術的三大干擾分別為水分、電磁與金屬，然而防火門的相關配件

上幾乎皆為金屬製品，相對的可能造成 RFID 讀取上的困難。因此本研究採用

防磁墊片貼附於防火門上以減少金屬干擾之影響。  

(3)  讀取距離：  

不同的 RFID 頻段其讀取距離皆不相同，而本研究所採用的頻段為高頻

13.56MHz ，讀取距離約為 10 公分，因此防火門廠商與監造單位於讀取

RFID 標籤時距離須保持在 10 公分以內。  

(4)  標籤壽命：  

一般印刷的 RFID 標籤耐用年限約為 2 至 3 年，本研究所使用的標籤為

蝕刻方式的 RFID 標籤，其耐用年限約為 10 年。但因防火門之壽命普遍皆超

過 20 年，故若標籤貼附之年限超過 10 年則可能無法繼續使用。  

 

第二節  R F I D 技術於防火門生命週期管理之市場效益分析  

 

綜合 RFID 技術於防火門市場應用之優缺點，本研究進一步提出 RFID 技

術於防火門管理之 SWOT 分析，藉由完整的優勢，劣勢，機會，以及威脅等

分析來讓相關單位了解應用 RFID 技術於防火門生命週期管理之效益 (如表 6-

1 所示 )。  

表 6-1 SWOT 分析  
Strength(優勢 )  Weakness(弱勢 )  

1 .  產銷履歷的資訊透明化。  
2 .  透過實報實領或整批購買逐一

核銷之方式領取標籤，避免過

往廠商自行印製標識造成偽造

問題之產生。  
3 .  RFID 功能類似於小型資料庫，

可使得防火門細節相關檢驗作

業更加完善，提升防火門之合

1.  增 加 防 火 門 相 關 單 位 作 業 負

擔 ， 且 系 統 操 作 介 面 較 為 複

雜。  
2 .  實報實領機制雖可降低不良之

問題產生，但防火門廠商若同

時申請將可能造成領取標籤排

隊之情形；整批購買、逐一核

銷方式雖能改善廠商出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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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性。  
4 .  各 階 段 防 火 門 確 認 及 資 訊 輸

入，確保防火門之合格性。  
5 .  主管建築機關可以查詢過去歷

程中的檢查歷程，了解防火門

合格性。  
6 .  提升防火門資料管控速度並增

加其安全性。  
7 .  保護信譽良好之廠商並提升競

爭力。  
8 .  防火門出廠須前將 RFID 防火

門認證標識貼附於門扇，可防

止 日 後 偽 造 或 調 包 等 情 事 發

生。  

延遲的問題，但相較於「實報

實領」之模式在改善降低不良

防火門流入市場之效果較差。  
3 .  防火門廠商若同時申請 RFID

標籤時可能造成產品驗證機構

應接不暇，造成領取標籤排隊

之情形，此時亦可能影響防火

門廠商出貨之時間。  
4 .  目前法規尚未有導入 RFID 整

合系統的相關配套規範，將可

能在實際推行時造成阻礙。  
5 .  與傳統申報方式不同，可能須

耗費時間進行宣導以及進行教

育訓練。  
6 .  目前 RFID 標籤之壽命約為 10

至 15 年，若防火門使用壽命超

過 此 年 限 則 標 籤 可 能 需 要 更

換。  
7 .  RFID 標籤並無防火之功能，遭

遇火災時，可能會造成標籤損

毀無法讀取其資料。  

Oppor tuni ty(機會 )  Threa t (威脅 )  

1 .  資訊數位電子化，便於與其他

各項已電子化之檢查措施進行

結合與配套。  
2 .  RFID 導入防火門流向管控具有

可避免黑心防火門流入市場之

功能，可提升場所安全性。  
3 .  可提供 RFID 廠商市場經濟效

益 (僅標籤 )。  
4 .  提供消費者以及相關單位一個

資訊流通之平台。  
5 .  透過 RFID 資訊整合，防火門

廠商有機會能夠與產品驗證端

作資訊系統的整合，提高資訊

流的效率。  
6 .  視同標榜合格認證且禁得起市

場 監 督 檢 查 ， 增 加 消 費 者 信

心。  

1 .  防火門生命週期的各個環節皆

必須仰賴網路技術，若無網路

環境 RFID 技術即無法使用。  
2 .  原保密之廠商資料可能因透過

網路或將其電子化而公開。  
3 .  導入 RFID 後，廠商勢必增加

其製造成本、內部相關硬體採

購及維護，可能造成廠商不願

導入該系統。  
4 .  增加工地監造之業務量，可能

導致排斥效應。  
5 .  資料及系統的維護可能需由資

訊相關專業技術人員進行。  
6 .  透過網際網路交換資訊方式可

能導致資訊外流或系統網站遭

人入侵，進而使得資訊安全受

到威脅。  
7 .  若無完善的防火門監督管理機

制，亦可能會發生假門真標籤

之問題發生。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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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執行過程中於本年度已完成 RFID 應用於防火門市場流向管理系統

之建置，實際導入市場應用時將對於 RFID 廠商、防火門廠商以及相關政府機

關產生不同之效益結果，以下將分別針對此三對象之效益成果逐一進行詳細

說明。  

  RFID 廠商  

根據調查結果顯示，國內之防火門生廠廠商數量約 76 家，若假設一家廠

商平均一年生產之防火門數量有 500 樘之多，概算後估計每年平均約有

38000 樘新製成之防火門流出於市面上，若以本研究所使用之高頻標籤的平

均售價為每個標籤 30 至 50 元的價格來概算估計，由此數據可知對於 RFID

相關標籤製造廠商而言，導入本研究之 RFID 應用於防火門市場流向管理系統

每年將可造成 1,140,000 至 1,900,000 元的經濟效益，其中則尚未包含向

RFID 廠商購買讀取器等相關設備所能帶來的經濟效益。此部分對於 RFID 廠

商所帶來之經濟效益概算僅針對新製成之防火防而言，對於過去已完成安裝

且已在使用中之防火門。單是以標籤之價格，實際導入本研究之系統於防火

門市場管理之應用便能夠為 RFID 廠商帶來效益。  

  防火門廠商  

針對防火門廠商之立場，探討導入本研究所建構之 RFID 應用於防火門市

場流向管理系統所能帶來之市場效益。於防火門之門體上貼附 RFID 標籤，對

於防火門製造廠商而言，可作為防火門之履歷驗證機制，有助於防火門廠商

進行自我管理之動作，並確保防火門之品質，提升防火門製造廠商之商品信

譽以及競爭力，對於優質廠商而言，更可藉由本研究之 RFID 應用於防火門市

場流向管理系統將不肖的黑心廠商杜絕於市場外，以改善目前防火門市場上

之常見弊端。  

  政府單位  

針對官方性質的政府相關驗證單位而言，評估及說明本研究所建置的

RFID 應用於防火門市場流向管理系統所產生之市場效益。對於相關政府驗證

機關來說，若能導入本系統之實際應用，將能夠藉由防火門門體上之 RFID 標

籤對於防火門在市場上流通之數量進行掌控，並能夠藉由 RFID 標籤完整的掌

控廠商之商品出貨時間，便於追蹤其流向及進行查核檢驗之動作，提升其管

理之效率，此外，因導入本研究建構之系統於實際應用能夠對於不良廠商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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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嚇阻作用，降低不良防火門流入市場之機會，並使得防火門於市場流通管

理之各項資訊透明化。  

 

第三節  配合 R F I D 技術之制度與法令探討  

 

根據在計畫執行期間與防火門廠商、防火材料實驗室、台北市政府建築

管理處、建築師、營造廠等多方專家討論結果，本研究所提之 RFID 應用模式

與系統功能及資訊內容是可以滿足防火門市場資訊追蹤的功能。然而在防範

防火門廠商持續製造不良防火門於市場販售上，雖然 RFID 技術提供防火門資

訊透明化及 RFID 應用模式提供繁複的層層檢驗過程，單靠 RFID 技術的導入

是相當不足的。因此，若有政府制度上及法令上的協助再搭配本研究所提之

RFID 應用模式，應能達到杜絕不良防火門流入市場之情形。本研究分別依制

度面及法令面進行說明：  

制度面  

依據建築法第 13 條所敘明建築物設計人及監造人為建築師，再者依據建

築師法第 18 條規定建築師 (監造人 )必須監督營造業依設計圖說施工、查核建

築材料之規格及品質等，因此建築師 (監造人 )必須要承擔監督建築物施工之責

任，其中針對建築材料部分亦明確指出必須進行查核，而防火門運抵建地後

安裝施工乃屬建築部份 (防火門屬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施工篇所規範之防火設備 )

因此建築師 (監造人 )必須確實落實查核防火門之品質與規格而非僅是審文件及

辨識有無防火門合格標識。  

另外，依據營署建管字第 09700718812 號函所述建議於營建工程合約中

有關防火門工程明訂相關防火門查驗規範，透過合約條款的約束確實對防火

門進行查驗。載明：「防火門安裝完成後，防火門承包商須會同工程司、業

主暨標準檢驗局認可之指定實驗室指派的專業人員組成查驗小組，按防火門

合約數量最少 1%之比例 (不足百樘門者最少取一樘 )隨機抽樣作破壞性查驗，

且承包商應補足其數量並承擔相關查驗費用」，以確保所安裝之防火門均符

合檢驗標準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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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令面  

為了使 RFID 應用模式能確實協助相關單位管理市場防火門及確保其品

質，相關須輔助及落實之法令本研究建議如下：  

  建築師法  

建築師法第 18 條建築師受委託辦理建築物監造時，應遵守左列各款之規

定：  

一、  監督營造業依照前條設計之圖說施工。  

二、  遵守建築法令所規定監造人應辦事項。  

三、  查核建築材料之規格及品質。  

四、  其他約定之監造事項。  

  建築法  

在建築法中增加法條明訂「起造人得於營造合約中訂定防火設備隨機抽

樣查驗」，並於該法條底下增加一項為「營造合約訂定防火設備抽樣查驗

者，監造人應進行查驗作業」。  

  商品檢驗法施行細則  

1 .  第 55 條檢驗機構為明瞭國內市場應施檢驗商品之產銷及申報檢驗費額情

形，必要時得派員至廠場營業所、工廠、倉庫，調查及查閱有關文件。並

得向稅捐稽徵機關函詢有關產銷資料。  

2 .  經濟部商品檢驗法施行細則第 57 條應施檢驗之國內市場商品，未指定為

出廠檢驗者，由檢驗機構隨時向生產廠場取樣或市場購樣檢驗。  

 

第四節  R F I D 技術於防火門生命週期管理之推動措施規劃  

 

經由本研究實際案例導入成果及前數節之 RFID 應用分析結果可以了解

RFID 技術於防火門生命週期管理過程具有許多優勢且對於政府單位，防火門

廠商，與 RFID 廠商而言皆有許多效益 (如：提供 RFID 廠商每年約 114~190

萬之經濟效益，提升防火門廠商競爭力，提供主管機關掌握市場流通狀況之

管道等 )，因此未來盼能將本研究所提之 RFID 應用模式與系統全面推廣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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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循序漸進方式規劃 RFID 技術於防火門生命週期管理之推動措

施，其共分為短，中，長期進行規劃。短期之推動措施規劃主要是以選擇廠

商方式來應用本模式與系統，從中了解相關問題並改善；中期之推動措施規

劃則是以前期之應用修正結果為基礎於台灣北部，中部，南部等分別舉辦大

型說明會宣導前期初步推動成果，再次招集廠商擴大應用；長期推動措施規

劃部分則是將前期推動成果綜整出 RFID 技術於防火門管理之應用成效，邀請

相關政府單位了解本模式及系統之應用成果，促進後續相關政策之推動。  

短期之推動規劃  

今年度本研究屬於短期之推動規劃內容，主要透過台灣建築中心，防火

實驗室，及防火門協會之協助案例驗證，本研究已與防火門協會中的其中兩

家知名防火門廠商合作完成本研究所擬之模式及系統實際測試，由測試結果

本研究已彙整相關問題及討論改善對策並將經驗進一步回饋修正至模式及系

統，以提高可操作性。  

中期之推動規劃  

中程之推動規劃主要以前期之應用成果為基礎進行推廣，分為以下兩點

說明：  

(1)  彙整研究成果於台灣北部，中部，南部等地區分別舉辦大型研討說明

會，廣邀防火門廠商及主管機關踴躍參與了解本模式及系統之應用成

效，再次邀請具有興趣之廠商進行測試應用，並獲取應用經驗持續修正

本模式及系統使之更符合實務運用需求。  

(2)  請求防火門協會全力協助模式之推廣，主要透過宣導模式 (即宣導本模

式及系統實測之成果與其可帶來之效益 )讓協會之所有會員了解此一應

用之成效，進一步吸引更多防火門廠商參與應用，讓此模式及系統能獲

取更多經驗之回饋。  

長期之推動規劃  

彙整實際案例導入操作之成果回饋修正模式及系統後，舉辦研討說明會

邀請相關政府管理單位來了解本模式及系統之應用成果及效益 (含對 RFID 市

場，防火門市場，政府單位管理等 )，進而使政府單位願意推廣。此推廣方式

規劃以下兩點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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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透過政府公文方式告知各地方主管建築機關及產品驗證機構本模式及系

統之使用效益，並具體要求宣導防火門廠商導入應用 (如：防火門廠商

至產品驗證機構申請驗證時宣導其使用本模式及系統 )。  

(2)  針對防火門相關法令進行修改或補充，從法令方面著手規範防火門廠

商，監造，營造廠等必須導入此一應用模式，以便主管機關掌握市場上

防火門流通狀況亦可提升主管機關於稽查時之便利性及效率 (迅速取得

防火門履歷資訊 )。  

 

第五節  小結  

 

本節主要在經由專家訪談及案例測試後分析 RFID 技術於防火門管理之優

勢與應用限制及對於市場之效益評估，緊接進一步擬定後續 RFID 技術於防火

門管理之推動措施規劃。首先優勢與限制部分，政府單位方面可透過 RFID 生

產履歷進行掌握市場上防火門之流向與數量，防火門廠商方面則透過 RFID 標

籤履歷驗證過程來宣示自身產品之正確性進而杜絕投機廠商之發展，對消費

者而言如同選擇具有履歷驗證之蔬果產品較為安心之概念於防火門產品上亦

可達到穩定消費者心理之效果；而 RFID 應用限制則需考量 RFID 技術本身對

於金屬干擾性強，於金屬上之讀取距離近，且無網際網路則無法存取本研究

系統。針對 RFID 技術於防火門管理之市場效益評估部分，對 RFID 廠商而言

每年約有 114 萬~190 萬之經濟效益，對防火門廠商而言藉由履歷驗證機制宣

示產品之正確性且經得起相關單位抽查，以此達到正本清源杜絕不肖廠商之

目標，對政府單位而言則能夠完全掌握市場上防火門流通狀況，且於抽查時

讀取門體上 RFID 標籤即可迅速了解歷程資訊提升抽查效率。另外，本研究亦

發現單倚靠 RFID 技術著實無法解決不良防火門流入市面的問題，因而本研究

也提出配合之制度與法令建議來達到有效管控防火門市場目標。最後本研究

針對未來推廣 RFID 技術於防火門管理之應用共規劃短中長期推動措施規劃，

短期之推動措施規劃主要是以選擇廠商方式來嘗試應用本模式與系統，從中

了解相關問題並改善；中期之推動措施規劃則是以前期之應用修正結果為基

礎於台灣北部，中部，南部等分別舉辦大型說明會宣導前期初步推動成果，

再次招集廠商擴大應用；長期推動措施規劃部分則是將前期推動成果綜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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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D 技術於防火門管理之應用成效，邀請相關政府管理單位了解本模式及系

統之應用成果，促進後續相關政策之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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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結論  

 

本研究透過實際案例測試成果已獲得許多寶貴的經驗，並且已修正於本

研究提出的 RFID 技術導入建築用防火門市場管理模式及 RFID 防火門生產履

歷資訊管理系統。另外本研究與多方專家討論結果發現，利用本研究提出之

管理程序層層把關以及繁雜地程序對於降低不良防火門流入市場具有一定程

度之效果。綜合本研究之成果說明如下：  

1 .  本研究初期為了確保所提之模式內容能符合實際需求，再度尋求多方專家

之專業意見，針對 RFID 導入建築用防火門市場管理流程每一個環節重新

評估及修正。其中於 RFID 導入防火門竣工驗收階段原本必須填寫防火門

相關實際尺寸資料 (例如：防火門外觀尺寸 )，但與訪談之專家進行討論後

其認為防火門施工驗收已是模式的末期階段，此時再填寫一次防火門資訊

恐造成資訊前後不一致之疑慮 (例如：難免發生人為輸入錯誤、量測產生

之誤差等等 )且在工地現場實際作業亦不會參考此資訊，故經討論結果回

饋至模式中將此輸入實際尺寸資料部分刪除。  

2 .  專家訪談過程中除了檢視本研究所提之模式內容外，亦針對 RFID 防火門

生產履歷管理資訊系統部分進行實際操作說明，經由與專家討論系統功能

及資訊內容之成果增加對防火門而言較為重要之門樘材質及防火時效等資

訊內容；並且於申請 RFID 標籤的填寫防火門細部資訊頁面中，與樣式及

型式相關資訊僅能以系統原設定選項進行選取 (如外觀樣式僅提供鐵製門

及木製門選項可以選擇 )，與專家討論結果認為不論現在或未來防火門相

關樣式可能不只限於系統設定的那些項目，故本研究於系統中新增使用者

自訂選項功能以符合實際使用需求。  

3 .  本研究模式及系統所使用之 RFID 頻段與設備的選用，尤因本研究鎖定

3m*3m 以下防火門，因此不論 RFID 標籤或經濟部防火門認可標識皆是

觸手可及之範圍，故讀取距離不需過於重視；最後是導入設備以價格便

宜、造型輕巧短小與攜帶方便為主要考量。綜合以上之評選標準，本研究

選擇 HF 高頻頻段，標籤則採用防偽機制高的 ISO14443A MiFare 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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讀取器則採用高頻模組。本研究採用的 ISO-14443A 的通訊格式目前為開

放的通訊格式，不會被廠商數量以及技術所限制，也不會被標籤製作廠商

所限制非用特殊規格之讀取器。  

4 .  RFID 標籤具有唯一碼 (UID)，且本研究所使用的 Mifare  S50 標籤晶片有

兩把 key(A 金鑰、 B 金鑰 )，若有不肖人士欲竄改、讀取防火門上的

RFID 標籤資料時，則須通過程式的驗證判斷並其加解密才能通過並讀取

標籤資料。因此，藉由標籤的 UID 號碼以及此兩把 key 的加解密機制應

能為本研究提供良好的防偽、保密功能。  

5 .  防火門如現場發生火災災害以致標籤損毀無法繼續使用時，其相關資料亦

可由發生災害之地點、位置於本研究所建構之 Web-based 後端系統中查

詢其防火門相關資訊，毋須再透過標籤的讀取達到此一目的，以確保日後

發生災害使得標籤燒毀時，可提供未來相關責任歸屬之依據。  

6 .  本研究因考量到防火門進行送驗時與防火門運抵施工現場進行組裝時之五

金配件可能不同，故本研究已於系統規劃建置時即增加同型式引用之欄位

供使用者填寫，方便使用者針對不同的防火門之五金配件進行同型式認證

的引用以及更換，希望藉此可以避免廠商送驗之防火門與五金配件與運抵

施工現場進行組裝之防火門與其五金配件有異而導致其被誤會成為不合格

之防火門。  

7 .  本研究於今年度導入兩家廠商實際測試其系統之實用度與穩定度，完成後

於系統方面獲得了廠商的肯定，同時廠商亦對於未來全面導入抱持著樂觀

看法，並提供了未來實際導入時之建議，本研究也彙整廠商所提出之建議

與可能遭遇之問題以及目前系統暫時無法克服的問題擬定因應對策，並對

於未來系統實際全面導入可能遭遇之問題提出可行性建議。  

8 .  透過今年度的專家訪談及案例實際導入過程中，瞭解本研究所建構的

RFID 應用於防火門市場流向管理之情境與系統皆與實際防火門市場作業

稍有差異。然而，針對專家訪談及案例實際導入之經驗以及廠商所提出的

各項意見、問題以及建議，本研究採納之意見分別如下：  

  新增防火時效及門樘材質等重要資訊；  

  用戶端系統畫面資料呈現繁雜不易辨識問題已於系統畫面進行資訊

類別區分，以便於相關單位使用時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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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刪除施工驗收階段須回填防火門實際尺寸資訊之規劃，避免造成資

料前後不一致之疑慮且在實際作業亦不會參考此資訊；  

  刪除防火門圖片，因廠商認為防火門圖片對於實務並無幫助且能降

低系統負荷量。  

9 .  RFID 標籤發放之問題經廠商所提出的建議為採「整批購買，逐一核銷」

之概念，與本研究所提出的「實報實領」方式不同，然而站在消費者與管

理單位的立場而言，本研究考量「實報實領」方式較能幫助相關管理單位

管控市場上防火門，同時也較能提升消費者購買產品之信心；但是若以廠

商的角度為出發點進行考量，標籤採「整批購買，逐一核銷」之方式較不

會產生因標籤領取所造成之產品出貨延誤問題，對於產量少、出貨量少的

產商於使用標籤上也較為便利、實務之可行性較高。在考量兩種模式各有

利弊的情形之下，本研究針對標籤之發放問題，以提出此兩種模式做為未

來實際執行之參考，希望未來實際導入時能透過主管機關針對標籤發放之

問題依其優劣勢進行評估後選擇較適當的標籤發放模式。  

10 .  本研究所提管理模式雖然於各階段皆有針對防火門進行檢查且提供了各階

段使用者互相的資訊流通並提出了後市場管理之機制，使防火門之生產履

歷資訊透明化並能有效的針對流向進行控管，然而若政府沒有相關政策機

制因應 (例如落實抽樣裁切防火門進行檢驗 )藉以輔助本研究所提出之管理

模式，使其管理機制更加完善，僅倚靠本研究所提之 RFID 技術於防火門

管理應用並無法完全杜絕不良防火門流入市場。  

11 .  透過本研究所研擬的管理流程與 RFID 標籤 UID 的特性，賦予各防火門

一獨立身分證，並透過 Auto  ID 與資料庫的配合，可更詳細的瞭解防火

門之相關資訊，倘若日後相關單位作市場防火門抽查時即可利用本系統查

詢追蹤到與該批防火門相關之人、事、時、地、物等，較傳統以流水號之

方式管理簡便、可靠，可提升其管理效率，對於後市場管理亦有一定程度

之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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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本研究於今年實際導入兩家防火門廠商，並依照實際導入之經驗與問題

回饋修改本研究之系統與流程。根據研究成果，本研究針對RFID 於防火門之

流向管控應用提出下列數項建議。以下分別從立即可行的建議及長期性建議

加以說明：  

1 .  本研究於今年計畫執行過程中進行多次的訪談及實際導入兩案例，並

已與防火門管轄單位進行探討。聽取多方面的意見與建議後，本研究

確切瞭解各單位執行公務之業務範圍以及對於本系統之需求，為免造

成各單位之業務負擔並期望提供公正有效力的認證，故本研究建議

RFID 標籤之發放作業可由具公信力的第三公正團體執行，以發揮防

火門流向管理之機制。  

2 .  本研究建議若未來政府相關單位欲全面推動 RFID 技術於防火門管

理，必須擬定出相關有益廠商之措施作為誘因來吸引廠商全面配合。

另外 RFID 技術僅是一種輔助管理之工具，因此要降低不良防火門於

市場流通，建議相關政府單位擬定政策或機制配合 RFID 技術來執

行。  

3 .  目前防火門 RFID 標籤申請時，防火門廠商必須於本系統申請網頁中

填寫相關防火門細部資料，未來可與防火門產品驗證單位合作整合其

防火門廠商產品驗證資料，並將系統中申請 RFID 標籤功能加入開發

以經濟部驗證登錄證書編號、型式試驗報告書編號等作為索引的功

能，以提升廠商申請標籤時資料填寫之便利性且可提高系統之實用及

可操作性。  

4 .  本研究目前考量因本研究所建置之系統內資訊繁多，雖已依廠商及專家

學者建議將其分門別類，但其需顯示於畫面中的資料依然有相當的份

量，而透過平板電腦的顯示畫面可完整的將防火門相關資訊呈現，對於

實際操作人員而言較能迅速檢視資訊，並且平板電腦與 PDA 皆屬移動性

高之設備，因此本研究目前仍採用平板電腦作為用戶端系統使用設備，

然而因 PDA 確是屬於合適於防火門管理應用的設備之一，故本研究建議

未來實際執行全面導入時可將本研究所開發之系統朝向以 PDA 做為檢驗

工具之模式進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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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目前本研究所使用之晶片為 Mifare  S50 之標籤，此標籤之容量為

1byte。未來建議可考慮 S70 之標籤，此標籤之容量為 4byte，記憶體

為 S50 標籤之 4 倍，且成本亦不會增加太多。此外，標籤若欲貼附於

防火門上，須注意耐厚以及黏附的材料，且建議可採納易碎標籤，若

有不肖業者欲更換標籤時，防火門上的標籤撕毀便無法重複使用。  

6.  目前標籤之耐燃程度可藉由封裝技術以及封裝材料達到 300 度左右，若

欲達到更高的耐燃效果則可採用更高強度的封裝材料，但所需的成本亦

相對提高。且目前本研究所使用之標籤為高頻，高頻之可塑性相當良

好，可做成不同之型式 (螺絲、鐵釘等 )，若須要將標籤隱藏則可客製化

與防火門相關材料結合。  

7 .  配合本研究所建立之工廠端查驗模式，建議未來防火門廠商於申報核

發標籤後出貨管理前主管單位針對廠商所申報之數量及材料建立工廠

隨機抽驗之機制，對於申報之廠商均需接受隨機抽驗之動作，然經抽

驗之廠商可確認防火門產品生產數量及規格是否屬實，未被抽驗之廠

商亦有相當嚇阻之作用。  

8 .  RFID 標籤導入於防火門生命週期之流程中未來建議可透過自願性及

法制性兩種方式進行導入。以柔性自願方式進行 RFID 標籤之導入建

議可與防火門協會整合進行自主性管理；而透過法制性方式進行

RFID 標籤之導入則建議未來可與相關主管單位討論以立法方式推

動，以此方式應能有效推廣 RFID 應用於防火門之流向管控。  

9 .  RFID 於防火門管理之應用推廣上，建議先以推行制度為主要工作重

點之一，須先使 RFID 技術於防火門檢驗制度運行，並於後續再逐一

建立其管理制度。再者，RFID 應用之過程中應以簡單化為主，如此

日後推廣以及實際運用時較為簡易，反之若執行過程中檢驗繁瑣則相

對困難。  

10 .  目前國內防火門廠商對於 RFID 之技術以及相關功能未相當之了解，

對於其效益亦不清，故於未來推廣應用舉辦其相關說明會、研討會

時，建議可以針對 RFID 技術、功能以及所提供之效益等說詳細之介

紹，協助廠商對於 RFID 之認知，於日後應用推廣上應能較順利執

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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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即可行之建議 

主辦機關：內政部營建署或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協辦機關：國立成功大學防火安全研究中心防火實驗室、財團法人台灣建築

中心材料實驗室、中華民國建築師公會、各地縣市政府建築管理機關、中華

民國防火門協會  

依據建築法第13條所敘明建築物之設計人及監造人為建築師，再者依據

原建築法第18條規定建築師 (監造人 )必須監督營造業依設計圖說施工、查核

建築材料之規格及品質等，故建議未來營造簽約內容中可適當加入工地施工

現地材料之查驗機制 (含防火門抽驗 )，例如建築師或營造廠向廠商訂購防火門

時，廠商於出貨時便需備妥隨機抽查之數量以供主管機關隨機抽驗 (例如工地

須 50樘防火門則訂購 51樘，當防火門運抵工地時隨機抽取 1樘進行裁切檢

驗 )，透過隨機抽取一扇進入工地的防火門進行裁切來確認防火門品質。  

 

長期性建議  

主辦機關：內政部營建署或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協辦機關：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國立成功大學防火安全研究中心防火實驗

室、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材料實驗室、中華民國建築師公會、各地縣市政

府建築管理機關、中華民國防火門協會  

建議未來防火門之相關認證標章可參考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委託財團法人

中華建築中心所審核發給的「綠建築標章」，依此模式建立防火門之「防火

門優良廠商品標章」認證，針對防火門廠商的產品進行審核，並發給「防火

門優良產品認證標章」任證，獲頒此認證的防火門廠商可讓主管查驗機關、

單位不指定時間、地點隨時針對其製成之防火門產品進行隨機抽樣之抽查作

業，並且透過此辦法配合本研究所規劃的 RFID 技術導入於防火門之流向管

理模式使產銷履歷資訊透明化，可增加把關檢驗之機制並保障消費者權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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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會議紀錄  

 

第一次專家座談會議紀錄  

壹、開會時間：2009 年 05 月 14 日 (星期四 )  上午 09 時 30 分  

貳、開會地點：大坪林聯合開發大樓 15 樓第二會議室  

參、主席：林祐正副教授  

肆、出席人員：詳簽到單  

伍、紀錄人員：劉宏達  

陸、會議內容：  

林副執行長杰宏：  

1 .  研究團隊所開發的系統已相當完善及詳盡，且多為模組化功能，將來

可依照實際需求將部分模組取出或依照需求增加功能，持續修改以達

到符合市場需求。  

2 .  初期可將此系統以行銷方式推廣，吸引對於自身防火門有信心之廠商

加入實際測試行列，待實際導入驗證效果良好時，將導入成果呈現給

標檢局，期盼標檢局可將此流程以及系統納入後市場管理，以提升防

火門管理機制。  

3 .  產險部分如有流通地方及時間點掌握之資訊，即可配合防火門協會來

進行查驗。  

4 .  以防火門協會及建築中心來承擔此類風險不容易，希望由體制外的第

三者來轉移風險。  

5 .  民眾教育部分相當重要，因為對其所購買的防火門是否真的可以保障

安全等問題皆需要透過教育宣導來進行。  

6 .  今年如可行，將可舉辦北、中、南三個教育座談會，教導相關從業人

員辨識防火門。  

7 .  建議後續實際導入時能夠由防火門協會理事長來推薦試辦之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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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經理盈月：  

1 .  今年計畫重點為實務驗證，本研究團隊希望此系統以及流程能搭配目

前防火門管理機制，並藉由 RFID 此項技術所研擬出的機制能幫助防

火門市場正本清源，保護信譽良好之廠商，並提升消費者權益。我們

亦希望能配合現行查驗機制，落實產銷紀錄，並可於未來規劃一套申

報制度，此申報制度可對產品之流向做一管控，這亦是此計畫之真正

目的。  

2 .  防火門之生命週期涉及兩項主管機關，其一為標檢局，另一個為營建

署，兩個主管機關對於防火門之管理方向稍有差異，標檢局較為重視

市場監督及商品品質，而營建署重視防火門安裝後之使用管理，本研

究團隊並於簡報 29、30 頁已有大略研擬其權責範圍，希望各位專家

學者能對於此部分提供相關意見。  

3 .  今年度計畫內容希望能夠增加系統之實證部分，並且在系統資料庫的

配合上希望能夠與成大防火實驗室之資料庫進行結合。  

 

陳組長建忠：  

1 .  防火門實驗室並非只有成大以及台灣建築中心，希望研究團隊勿侷限

於此兩家實驗室，能將其它資深且信譽良好納入考量。  

2 .  目前評定認可時會做裁切試體的動作，並會留樣，建議系統可增加內

部的辨識管理，增加系統呈現資訊的完整性。  

3 .  一般防火門消費者不清楚之中的危害程度，需要用另一種方式來推廣

表達防火門之重要性。防火門不合格部分以私立學校居多，一般建設

公司無法追究且廠商間互相排擠，政府較不易管轄。  

4 .  RFID 標籤的導入若能減少現場查核工作流程，便能對於防火門生命

週期中的使用者提供使用之誘因，建議研究小組針對 RFID 對於防火

門生命週期中的使用誘因進行進一步的思考。  

 

林理事長宗籐：  

1 .  防火門協會於兩年前已有推申報制度，但基於主管機關的看法以及協

會人力的不足，故此計畫暫時擱置。因此建研所此項計畫防火門協會

以肯定的態度支持，希望此項制度的執行能改善防火門價錢的惡性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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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並提升防火門的品質。  

2 .  目前防火門的剖門制度以及抽查檢驗對於品質管理只能治標，認為以

完善的制度面來全面管理才是治本的方法，希望研究團隊所研擬的管

理機制能提升防火門廠商的競爭力。  

3 .  計畫未來如何走，未來的規劃、行動計畫等及廠商的試辦等，完成再

提報建研所讓政府機關可以正視此問題，標檢局也較為重視，建議實

際導入案例部分，第一個月可先以 3 家廠商試行看看，將有問題部分

先修正完成。  

 

林研究員子傑：  

1 .  研究團隊於報告書上已將目前防火門管理上所遭遇的問題提出，業界

對於研究團隊所研擬出的管理機制應有共鳴。  

2 .  成大實驗室對於此議題先前已有做個相關研究，也有提出具體方案，

但主要的關鍵點仍在主管單位，因主管單位認為申報制度無法解決目

前管理上的問題。由研究團隊所提出的 RFID 技術對於防火門應是一

項有用的輔具工具，因它可將許多資訊運用電子化的方式登載相關內

容，期盼此系統可解決實務業者上的問題。  

3 .  以標檢局而言產品的檢驗及發證方面較無問題，一但涉及到建築物現

場及工地就沒有權力去管轄，營建署屬於建築物主管單位。  

4 .  RFID 只是一種工具，文書審查也可以做到這樣的功能，只是是否選

擇電子化之情況，因此 RFID 如果到現場仍是形式化的文書審查，還

是無法解決現況。  

5 .  RFID 系統在成本方面，成本架構在後續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6 .  資料庫方面屬於廠商的 Data 且屬於標檢局的權限範圍，會有相關規

定方面的問題，應該由業者自己拿出資料來登錄。  

 

吳先生秉融：  

1 .  將 RFID 此項技術導入於防火門管理可將營造業與建築業者一起納入

考量，運用他們所具備的基本知識以及配合成大防火中心或建築中心

做查核動作，應可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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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秘書長昆芳：  

1 .  防火門協會對於後市場管理制度相當關心，也嘗試推廣，但因無法實

際解決主管機關的問題，故主管機關並非有很高的意願去執行後市場

管理。因此，如何說服主管機關對於此計畫的認同，應是今年計畫執

行之一大重點。  

 

謝常務理事守禮：  

1 .  後市場管理已大約推動 4、5 年，若要有效的杜絕品質低劣之防火門

必須依靠完善的管理制度。  

2 .  研究團隊所研擬的管理流程及所開發的系統對於防火門之管理應為一

套有效的機制，因為利用研究團隊的所開發系統可更詳細瞭解防火門

相關資訊，相對於傳統管理流水號方式較為簡便、可靠。  

3 .  要落實政策，宣導之工作便成為相對重要之環節，系統的實際應用對

於包括建築師、防火門廠商及營造廠而言，也能透過 RFID 標籤提升

對於產品的信心，並可藉由發放標籤的第三公信力團體為通過檢驗的

防火門廠商背書。  

4 .  在試辦火實際導入時建議與兩到三家配合廠商進行測試，因每間廠商

性質不同，其生產之防火門亦有鋼製門及木製門，可針對不同性質之

廠商進行實際導入後再做綜合討論以提升系統之適用性。  

5 .  等政府來執行較為困難，如以廠商自律性方式來實行，後續實行也較

不需政府方面之同意便能落實防火門之相關檢驗。  

6 .  於系統實際使用前應先管控生產流向，因於系統導入時仍須知道防火

門之生產流向才能對其進行檢驗，若是不知道其生產流向即使透過系

統仍無法對防火門進行檢驗動作。  

 

蔣理事明憲：  

1 .  後市場管理應是許多信譽良好的廠商所期盼的，但目前最大的困難為

主管機關的不認同，故如何說服主管機關為最重要的問題。  

2 .  系統內容的新增與修改可依實際需求作變動，應不會有太大的問題，

其最主要的工作是必須將此機制全面推動，保護正統的防火門廠商。

目前有兩種情形，一為廠商低價競爭，業主不知道此為品質低劣之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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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門，只因較為便宜即採購；另一為營造廠則會要求防火門廠商提供

出產證明，有此兩種情形。許多業主即使知道防火門為黑心產品照樣

購買，因為目前無法可管，故後市場管理是相當重要的。  

3 .  如配合之廠商數量多，須考慮人力需方面是否足夠。若有需要，防火

門協會可召開會議並推薦配合之廠商，以避免有不公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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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專家座談會議紀錄  

壹、開會時間：2009 年 12 月 11 日 (星期五 )  下午 02 時 30 分  

貳、開會地點：台北科技大學國百館 203 室  

參、主席：林祐正副教授  

肆、出席人員：詳簽到單  

伍、紀錄人員：李宜謙  

陸、座談會議內容：  

林理事長宗籐：  

1 .  研究團隊所建構之 Web-base 系統涉及資料的保密性。建築師或營造

廠等皆可由此系統查詢相關資料，建議研究團隊多加著墨是否有侵犯

防火門廠商之商業機密的疑慮。  

2 .  目前防火門廠商逾 200 家，研究團隊所建構之系統資料量龐大，因此

資料匯整於何單位為須思考之重點，且其公正性須具有公信力。  

3 .  火災現場之溫度應達上千度，若使用耐高溫之標籤亦同樣燒毀。因此

可不必考量標籤之設計，應以簡單、低成本為第一優先。且以標檢局

之角度，標籤應要有永久固定、耐環境等功能。因此易碎標籤等，皆

可不必納入考量。若欲銷毀標籤則使用剪刀破壞亦可達到同樣效果。  

4 .  研究團隊所研擬之工廠查驗階段須注意該由何單位執行，監造或是主

管機關皆有其查核權力，且相關權責單位須願意配合，則此工廠查驗

階段才可順利執行。  

5 .  國內之風俗民情與國外稍有差異，且因標檢局權責為產品之管理，加

上人力不足，造成國內之防火門弊端層出不窮。防火門於防火建築材

料內應是相當重要之一環，因此基於防火門業者之角度，期盼能有一

完整之制度達到杜絕劣質防火門流入市場。  

 

謝常務理事守禮：  

1 .  標籤目前為防火門廠商自行印製，因此容易產生許多管理上的漏洞。  

2 .  對於產量較少的廠商而言，相對的其產品資料亦較少，在標籤「整批

購買，逐一核銷」的概念之下，對其標籤的使用上則較為便利，也較

不易造成標籤領取之延誤。  

3 .  於資料透過網路傳遞方式所造成的資料外洩問題，因為系統中所需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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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通常為完成標案後才填入，而過去有可能造成資料外洩之情事常為

完成標案前，廠商透過系統獲取相關的產品資訊，然而目前因系統分

為前端及後端兩個部分，故依本人看法對於系統中僅提供登入及查詢

之功能，對於資料外洩的問題應不會有太大的影響。  

4 .  目前系統中填入之資訊僅針對防火門之五金等外觀部分資訊進行填寫

及審查，而防火門內部構造之查驗則依然必須透過破壞性檢查才能得

知其是否符合相關規定，故對於初期外觀部分之資訊應不會有產品機

密外洩之問題。  

5 .  目前防火門市場管理中較為困擾之問題在於防火門無相關履歷表，故

對其流向較不易掌握。  

6 .  本研究所建置之系統依防火門廠商之看法是可行的，並希望其能實際

試用，當然於全面推行的過程中難免產生阻礙及困難，故希望能靠大

家的努力將防火門市場現存的歪風及問題導正。  

7 .  建議研究團對於後續推廣執行的過程中，能找尋有公信力的機關團體

配合執行，並尋求防火門實驗室配合進行查驗工作，以提升研究概念

及系統之可行性。  

8 .  導入模式建議可分為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或是後續再規劃第三階段，

第一階段進行防火門產品的審查與管理工作，第二階對才進行防火門

相關資訊的登錄作業，然而透過 RFID 標件獲取防火門產品之相關隱

性資料 (非外在肉眼可辨識之相關資料，如門體內部成分等 )應較為困

難，應在第二階段登錄相關資訊後，使得使用者能簡單且清楚的掌握

防火之流向，而針對防火門隱性資訊的部分則在透過第二階段登錄作

業後了解防火門流向再前往其所在地進行現場抽查、破壞檢查等查驗

動作，才能達到有效制止黑心防火門流入市場中之現象。  

9 .  針對確認防火門產品隱性資料之部分，於防火門廠商向主管機關申請

製造時，可要求主管機關派員前往廠商工廠進行解剖及場驗，以達到

檢驗防火門產品隱性資料之目的。  

10 .  「預防勝於治療」，以 RFID 標籤及其性質而言，其主要功能為進行

預防偽造之黑心防火門流入市面並對於防火門之流向進行管理，因火

災後已不需對於門體進行查核檢驗之動作，故對於門體經過火災之後

其標籤狀態或標籤還是否可進行讀取、是否能抵擋火災溫度等問題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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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必追究，但必須針對標籤是否能夠達到「永久固定，不易磨滅」之

特性進行設計及探討。  

11 .  針對 RFID 標籤是否能夠重覆使用之問題，標籤之主要訴求為「永久

固定，不易磨滅」，故沒有標籤重覆使用之問題，若經過查驗程序發

現某批防火門為偽造之防火門時，則主管機關必須針對其撰寫報告書

並將標籤核銷，甚至必須對其廠商進行處罰動作。  

12 .  針對工廠查驗階段而言，因目前之現況於申報時無法明確得知防火門

之來源，對於其製造工廠之資訊也不易取得，故認為系統中的工廠查

驗階段相當重要，不可取消。此外，有了工廠查驗階段亦可對於防火

門製造工廠進行抽查，以確保防火門製造之品質並明確掌握其產品流

向。  

13 .  目前防火門之製成乃採用訂製之方式製造，並非規格化之產品，故較

不易產生於工廠查驗時之防火門確認符合各項規定，然而於現場安裝

時之防火門則不為起初於工廠查驗時之同一批防火門之問題。  

14 .  以消費者而言，其最在乎的為防火門之品質及及安全性，故防火門流

向管理及發證單位之公權力則相對重要，因依本研究所提出之概念乃

將防火門之生命週期透過 RFID 標籤進行統一管理，於管理過程中難

免產生費用，而廠商或其他生命週期中的相關單位繳交費用後，便要

求相關單位發揮公權力進行各項檢驗動作，如此才能夠達到有效的管

理模式。以目前的現況而言，若不透過政府單位執行相關檢驗管理作

業，則建議可透過生命週期流程中相關公會進行管理工作較有公權

力。  

15 .  透過剖門抽驗方式進行防火門管理於執行上似乎有一定的難度，因若

廠商生產製造一百樘則必須抽驗兩樘防火門進行解剖動作，而若僅生

產製造兩樘防火門亦必須抽驗兩樘防火門進行解剖動作，則在比例上

無法達到公平之準則使得廠商信服並配合，且剖門之結果其同型式驗

證報告書之種類及式樣繁多，於檢定時亦需防火門相關專家進行檢查

比對才能確保及確認其是否合格，也大大增加了剖門機制之困難度。

然而管理有很多種方式，建議透過後期規劃具有公信力的主要執行單

位進行管理，同時藉由消防技師公會、建築師公會等團體輔助進行監

督作業，使得本研究所提出之概念及系統能慢慢步上軌道，待未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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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性成果時，再思考進行與政府相關主管機關進行結合與溝通，則

較易產生效果。  

16 .  針對產品保固之問題，以目前之現況而言，防火門並未於產品標示任

何如出廠日期等相關資訊，然而若是本研究所建置之系統能夠實際實

行，則防火門之想關產品資訊，如出廠日期等便能包含於系統中。除

此之外，大多數的消費者也不知道其所居住之建築物內之防火門之製

造廠商為何，一旦於建築物使用過程中發現防火門出現問題實且在建

築物的保固期間內，則消費者往往直接與建築師或營造廠商連絡反

應，再由營造廠或建築師要求當初購買之防火門廠商進行維修及保固

作業，而於建築物的保固期後，消費者則常常求助無門，但若透過本

研究所建置之系統，則消費者便能清楚知道防火門之製造廠商為何，

並可透過自行連絡方式要求廠商進行維修，以確保防火門產品的使用

壽命。  

17 .  以公共工程而言，RFID 標籤亦可提供查核功能使得相關檢查般為能

夠於未來進行檢查時確保當下檢查之防火門與當初安裝之防火門是否

為同一扇門，以確保公共場所之安全性。  

18 .  若本系統未來能夠實際執行與導入，相信必定能夠創造許多商機，且

也能導入到其他防火材料的應用上，此外若是政府制度上能夠輔助配

合，相信未來也能夠為防火門市場管理開創光明的道路。  

19 .  目前防火門廠商尚對於 RFID 之應用有些許疑慮，也擔心使用或建立

RFID 標籤會為其帶來不必要之麻煩，顧建議研究小組可先與願意配

合之防火門廠商進行系統導入之試辦，再由協會舉辦理監事會議並邀

請相關研究單位進行簡報，使其了解 RFID 標籤之導入應用並不如想

像中的麻煩及困難，以提升系統導入全面應用之可行性。  

 

陳幫工程司俊全：  

1 .  以本研究所提出之系統及概念而言，對於防火門於火災發生後的情況

可不考慮，就本研究所建置之系統及模式而言，應針對檢驗防火門的

真偽及流向提供幫助。  

2 .  以公部門管理上的立場而言，現在各項建築裝修零件及附屬品越來越

趨向簽證制度，再由公部門管理單位進行抽查動作。以目前情形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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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標籤的造假將導致無法藉由標籤讀取到相關資訊，故可排除，而

防火門門體的偽造才是問題的所在，而這部分的問題則交由建築師或

監造單位進行簽證動作，再由公部門管理單位進行抽查動作，藉由現

場查核讀取標籤以確認申報時與現場安裝之門體資訊相符，而門體的

真偽問題則仰賴防火門相關專業檢查人員於第一時間送抵工地現場或

於安裝時進行判斷。  

3 .  針對本研究所提出之系統而言，看起來的確能對於防火門之管理上提

供相當正面之助益及應用。  

4 .  以公部門角度而言，RFID 標籤對於讀取及管理上確實能提供許多便

利性及幫助，且因操作簡便也易於通行。至於如何防範防火門產品偽

造等問題，建議可於系統完成後，由內政部或其他上級主管機關訂定

相關法令規範及管理規則，使得下游管理單位有法可循易於執行。  

 

林副秘書長健昌：  

1 .  RFID 在資料寫入保密的機制下，廠商具有填寫資料之資格以填寫基

本資料而主管具有讀取之權限，讀取標籤時可了解防火門之生產廠商

及施工位置等，相關技術或標籤內防火門之基本資料外流對於防火門

並無影響。  

2 .  RFID 所能提供之資料為顯性資料，於隱性資料方面並無有效之管

理，如門的骨架及填充材等，相關防火門隱性資料之取得方面還須藉

由廠商填寫，如廠商據實填寫則為正確資料，另一可能為廠商偽造資

料填入 RFID 中則此扇防火門為偽防火門。建議研究團隊針對防火門

之隱性資料方面可再深入探討。  

3 .  建議未來在 RFID 標籤於防火門之申報制度上，可增加隨機抽查之機

制，廠商如有申請 RFID 標籤，則主管機關即有可能前往予之檢驗抽

查，如此便可避免廠商因知其主管單位欲前往勘查，因而更換欲檢驗

之防火門。  

4 .  RFID 標籤於檢驗時如不合格，建議於系統中註記並使其標籤無法使

用，使使用者仍可讀取其相關資料可從標籤中得知此扇防火門為不合

格之防火門且無法使用。  

5 .  RFID 於防火門之應用推廣上，應先以推行制度為主，使其檢驗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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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行，後續再逐一建立其管理機制，較為可行。  

6 .  RFID 應用之過程中應以簡單化為主，日後於推廣執行上較為簡易，

反之執行過程中檢驗繁瑣則運行上也相對困難。  

7 .  目前國內防火門廠商對於 RFID 技術皆未能瞭解透徹，對於其效益亦

不清，因此，建議研究團隊舉行相關說明會使廠商瞭解其功能及效

益，於日後應用推廣上應能較順利執行。  

 

崔董事長玉坤：  

1 .  RFID 於防火門之檢驗機制於營造廠為一種保障，營造廠於建築物上

需負擔建築物之保固及安全責任，如發生狀況則建商必須負擔其責

任，因此對於營造廠應為一種保障機制。  

2 .  防火門於 RFID 日後之應用需立法來規範才能有效執行，如海砂屋及

綠建材等相關規範推廣初期仍如目前 RFID 現況遭逢困難廠商之導入

意願皆不高，待相關立法通過建立其法源根據，廠商則會依據法規執

行使之成為推動趨勢。  

3 .  RFID 於工廠查驗階段之實質效益不高，因現行制度面上建築師及

PCM 監造已有廠驗之機制存在，故可將 RFID 之機制授權於建築師

及 PCM，避免推行應用上過於繁瑣。  

4 .  RFID 防火門於現行模式有保固之機制，保固期限內如有損壞可洽詢

原廠商進行更換維修之動作，期間如自行更換五金之配件則保固亦之

失效，建議防火門於導入應用上可對此作探討研究。  

 

張建築師立德：   

1 .  研究團隊於報告中提及須做 1%的剖門制度，此制度應可確實查核防

火門之隱性資料。  

2 .  以監造單位角度綜觀 RFID 應用於防火門管控模式，提供下述之優缺

點。其優點為防火門應用此一技術，可加強落實建材之品質；其缺點

為成本的增加，且目前防火建材之種類繁多，若只針對防火門導入

RFID 技術，可能增加營造廠之負擔 (無線網路、筆電等 )，導入意願

亦不高，因此若此研究案若欲推廣可將其它建材納入考量。  

3 .  RFID 於防火門流向管控模式增加工廠查驗階段，對於設計監造者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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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多一份保障，可增加其防火門品質。  

4 .  目前國外是否有 RFID 技術導入於防火門之相關案例，若有參考資料

則實際應用與推廣則更加容易執行。  

 

蔡專案經理坤益：   

1 .  研究團隊所使用之晶片為 mifare  S50 之標籤，此標籤之容量為

1byte。建議研究團隊可考慮 S70 之標籤，此標籤之容量為 4byte，

記憶體為 S50 標籤之 4 倍，且成本亦不會增加太多。  

2 .  RFID 標籤若欲貼附於防火門上，須注意耐厚以及黏附的材料。且建

議研究團隊可採納易碎標籤，若有不肖業者欲更換標籤時，防火門上

的標籤撕毀便無法重複使用。  

3 .  防火門之現況管理方式皆只查核銅片標章，先前亦未使用過條碼管

理，因此若直接跳至 RFID 管理模式可能造成相關使用單位適應不

良，建議可加強輔導 RFID 技術之相關概念。  

4 .  目前標籤之耐燃程程度可藉由封裝技術以及封裝材料達到 300 度左

右，若欲達到更高的耐燃效果則可採用更高強度的封裝材料，但所需

的成本亦相對提高。且因研究團隊所使用之標籤為高頻，高頻之可塑

性相當良好，可做成不同之型式 (螺絲、鐵釘等 )，若須要將標籤隱藏

則可客製化與防火門相關材料結合。  

5 .  研究團隊所使用之標籤於未來應可用手機直接讀取其相關資料。先前

應 NFC 之規格無法統一，但於今年九月已完成規範，目前國內亦已

有許多手機業者積極開發，故於明年應可上市。   

6 .  標檢局於先前已有與 RFID 公領域推動辦公室討論其 RFID 之相關

技術與概念，並合作一商品履歷之計畫案，其標的為安全帽。故建

議研究團隊可與標檢局深入討論，對於 RFID 應用於防火門管控應

有實質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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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訪談紀錄 (一 )  

壹、開會時間：2009 年 5 月 11 日 (星期一 )   

貳、訪談單位：台北市政府建管處使用管理課  

參、開會地點：台北市政府建築管理處  

肆、出席人員：陳俊全幫工程司、洪素惠、黃飛發、李宜謙、黃建智、  

                  蘇郁智  

伍、紀錄人員：劉宏達  

陸、訪談內容：  

1 .  目前使管單位於驗證防火門時有兩大項目，一為室內裝修，另一

為公共安全申報，室內裝修於防火門項目驗證時是採用信任建築

師制度，且目前防火門項目審核文件內只附一張防火門出產證

明，此文件並無制式規格並大部分皆為影印紙本，無法確實掌控

防火門真偽；而公共安全申報部分亦同，建築物使用目的不同，

場所檢查頻率亦不相同，且必須依照法規複檢，公共安全申報文

件也無一定的制式表格，建議研究團隊可規劃防火門制式化表格

(如綠建材 )並可匯出報表，對於使管單位於驗證防火門項目時有

實際效益。  

2 .  建築物使用目的不同時，所要求之防火時效、耐燃級數亦不相

同，故防火門之防火時效以及耐燃級數於管理上是一項重要參考

數值，但於此系統上並無看到防火時效以及耐燃級數之相關內

容，建議將此部分補上。  

3 .  若以政府角度來看，對於防火門本身的相關資訊，例如編號等此

類一般資料比較關注，相對來說防火門的外觀、尺寸或生產廠商

等並非那麼的重要。  

4 .  研究團隊開發的系統中，於最後階段建築師可依照實際狀況填入

防火門相關資訊，但目前尚無預警機制可供回饋至系統第一階段

中之防火門細部資料，故建議將系統最後階段之修改權限關閉，

可於未來與建築師進行訪談時再針對此部分做更一步的流程及資

訊確認，以符合各階段使用者之需求。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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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訪談紀錄 (二 )  

壹、開會時間：2009 年 5 月 23 日 (星期四 )   

貳、訪談單位：營造廠商  

參、開會地點：台北科技大學  

肆、出席人員：營造廠代表、冉淑慧、蕭富慈、黃飛發、李宜謙、劉宏達  

伍、紀錄人員：黃建智  

陸、訪談內容：  

1 .  一般防火門在進行試驗時，較有爭議點的部分是門鎖及門弓器一

起試驗，當防火門有損壞時大部分都是損壞在五金及門框的部

分。  

2 .  建置此系統，較有可能被質疑的地方為不夠滿足業界於使用上的

需求。  

3 .  當防火門使用在不同的地點會有不同的效益，進而導致各個地點

需要的防火門標準不同，因此在使用一般防火門上，雖需求大致

上都一樣，但當有特殊建築時，標準規格卻有可能發生改變。  

4 .  在防火門核發標籤的資訊轉移過程中，中途經過太多單位容易造

成資訊傳遞及表達上的錯誤。  

5 .  RFID 標籤在不同防火門材質上可能會有不同的效果，在防火門

上不見得適用，建議可針對其適用性進行進一步的確認。  

6 .  對於工地來說，最適用的系統需求為簡單、明瞭及易懂，當欄位

中需要用語意輸入時便有可能因每個人對於語意用詞的定義不同

使得系統於使用上變得較為複雜，並失去此欄位中資訊原有的功

能。  

7 .  於系統核發標籤的部分，其內容可將大多數資訊建置其中，因若

是資訊不夠完整即較易遭受質疑其系統功能上不夠健全，但資訊

的定義上可能較為困難，建議可針對資訊定義多加思考。  

8 .  在出貨管理上，需考慮執行面的問題，避免去和目前的土石方機

制一樣，登錄上歸登錄卻造成執行不當之情形。  

9 .  在出貨號次上，數字並沒有代表太大的意義，使得其目的不夠明

確，如要建立出貨號次，應有一個明確的目的。此外在管理人出

貨狀況欄位建議可針對若是出貨狀況發生問題是否依然能夠出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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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問題進行進一步的思考。  

10 .  在系統登錄資訊方面，沒有看到設計單位之欄位，因為監造並不

代表是設計單位，因此建議在系統資訊中加上一個設計單位較為

妥當。  

11 .  在門擋及跤鍊的型式確認上，定義太過模糊，可以考慮移掉。  

12 .  在防火門的開啟模式上，分為拉和推，依據逃生動線規劃的不同

也會有不同的開啟模式，建議應針對防火門的各項型式多加了解

以使得系統資訊更符合使用需求。  

13 .  影響防火時效的有防火門之厚度以及材質，在基本資料的輸入上

並沒有這兩項資訊，建議可以將其加入。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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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訪談紀錄 (三 )  

壹、開會時間：2009 年 7 月 27 日 (星期一 )   

貳、訪談單位：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參、  開會地點：大坪林捷運站旁咖啡館  

肆、  出 席 人 員 ： 標 檢 局 甯 一 勤 技 正 、 林 杰 宏 副 執 行 長 、 林 祐 正 老 師  

                  洪素惠、蕭富慈、黃飛發、李宜謙、黃建智  

伍、  紀錄人員：劉宏達  

陸、會議內容：  

1 .  研究團隊所建置的系統中須輸入部分資訊，若由主管機關來輸

入資訊似乎較不合邏輯，建議研究小組針對此一問題進一步思

考確認。  

2 .  防火門的試驗報告與實體資料須一致，不可隨意修改，但防火

門為了運送方便五金配件等皆會抵達工地現場時才組裝，防火

門配件等皆可能遭更換，然而標檢局雖是型式驗證單位，卻非

查驗單位故無權過問，建議將該查驗作業交由起造人與監造單

位作為抽查人可能較為適當。  

3 .  營建署於民國 95 年時發文，表示建築師須監督材料之品質及規

格，但目前防火門品質之管理僅以外觀判斷及文件審查是不足

的，必須實際查核將防火門裁切並比對型式試驗報告書才能了

解是否合格。另外，研究團隊研擬的系統中所產生的資訊須與

當初廠商送驗的結果 (驗證登錄報告 )一致，目前主關單位於工

廠查驗時並無法對其進行檢查動作，因廠商於工廠查驗階段時

防火門並未貼附標籤，造成主管機關無法判斷是否為防火門，

故造成工廠查驗階段無法剖開防火門做有效的檢查動作。  

4 .  防火門品質之查驗，由於涉及到門扇及五金配件是否合格，而

一般防火門在工廠時並未貼附防火門標識故無法查驗，因此建

議較為合適確保防火門品質之所在地為施工工地現場。  

5 .  建議若要確保防火門品質避免劣質品流入市面使用，必須於建

地核發使用執照前就要對防火門進行確認。  

6 .  基於前述防火門品質查驗地點以施工工地現場較為合適之由，

可以建議營造簽約內容中適當加入現地材料查驗的機制 (含防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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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抽驗 )，透過隨機抽取一扇進入工地的防火門進行裁切來確認

防火門品質。  

7 .  防火門管理可分兩面向 (法制內及法制外 )，法制內為依建築師

法建築師必須確實落實監督責任；法制外則是持續正面宣導合

格防火門之必要性，並要求防火門廠商自發性自律製造合格防

火門。  

8 .  若建築師 (監造 )業務繁雜或對防火門較無專業了解時，建議可

委託第三者專業防火門機構來協助進行防火門品質確認。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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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訪談紀錄 (四 )  

壹、開會時間：2009 年 10 月 08 日 (星期四 )  

貳、訪談單位：台北市政府建管處使用管理課  

參、開會地點：台北市政府建築管理處  

肆、出席人員：陳俊全幫工程司、劉宏達、黃建智、蘇郁智  

伍、紀錄人員：李宜謙  

陸、訪談內容：  

1 .  因市府建管處屬於行政單位，而實際檢修作業則屬消防局管轄範

疇，故建議可與消防局進行相關討論，使得系統操作更符合實際

需求。  

2 .  系統主要分為四個部分，分別為核發標籤、出貨管理、線地檢查

以及竣工查驗，建議在第四部分竣工查驗部分增加核發使用執照

的相關查驗單位之欄位。  

3 .  建議讀卡機相關細部資訊，如：連接埠以及讀卡機編號，可經由

系統自動讀取，避免每次使用系統皆必須輸入相關資訊，以減少

繁複的資料輸入作業。  

4 .  在監造端部分的系統畫面中「經濟部防火門標識編號」與「經濟

部驗證登錄證書編號」之定義不甚明確，容易造成混淆，建議針

對其定義作進一步的確認，以避免混淆資訊的情況發生。  

5 .  於系統操作時，若執行動作不符合正常程序或是檢查之 RFID 晶

片未包含於所選擇的次號下，其所談出的對話框僅顯示「無此資

料」，建議於此彈出之對話框中更明確地說明問題的內容，使得

使用者清楚地了解所遭遇之問題為何，以及如何將問題排除。  

6 .  建議可參考目前建研所發放之「綠建材驗證登錄證書」型式，使

得防火門之相關認證亦有驗證證書以證明其為經過檢驗合格之合

格防火門。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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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訪談紀錄 (五 )  

壹、開會時間：2009 年 10 月 12 日 (星期一 )   

貳、訪談單位：建築師事務所  

參、開會地點：建築師事務所會議室  

肆、出席人員：建築師代表、冉淑慧、李宜謙、黃建智、蘇郁智  

伍、紀錄人員：劉宏達  

陸、訪談內容：  

1 .  若遇火災時防火門扮演著很大的阻隔功效，但防火門遭受破壞往

往非為「門」本身，大多數皆為其防火門配件遇高溫而不堪使

用，故建議研究團隊可思考「五金」是否納入研究範圍。  

2 .  建議研究團隊多收集防火門相關資訊，並經由發現的問題思考其

發生的原因，如此研究團隊便可思考 RFID 技術導入之時機，亦

可解決目前防火門之問題。  

3 .  因防火門型式種類繁多，不同型式之防火門皆需至台灣建築中心

接受認證，但因目前認證（實際燒門）之費用偏高，造成防火門

廠商標籤濫印之情形發生。建議研究團隊可於與廠商訪談時詢問

認證之合理價格，並建議認證單位降低其費用，如此便可徹底解

決防火門標籤濫印之問題。  

4 .  因研究團隊先前與政府機關訪談較多（防火門實驗室、市政

府），建議研究團隊應多與防火門廠商進行訪談、討論。  

5 .  一棟建築物的新建至完工，建築師所需承接業務繁重、所需注意

的細節繁多，建築師難以查核防火門之內部細節，因此建築師多

採信任制，若防火門有貼附合格認可標章便相信此扇門為品質合

格之防火門。因此在防火門之「認證」階段須嚴謹把關。  

6 .  建議研究團隊所開發之系統可依防火門資訊之重要性排列，較為

重要的資訊應放置前面，非重要資訊應放置後面。如此便可節省

觀看人之時間。  

7 .  各個單位對於防火門所關心的資訊皆不盡相同，因此建議研究團

隊所開發之系統可分為若干選單供不同機關查看，以簡化系統並

使系統更加人性化。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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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訪談紀錄 (六 )   

壹、開會時間：2009 年 10 月 26 日 (星期一 )   

貳、訪談單位：防火門廠商  

參、  開會地點：防火門廠商公司會議室  

肆、  出席人員：防火門廠商代表、洪素惠、劉宏達、黃建智、蘇郁智  

伍、  紀錄人員：李宜謙  

陸、會議內容：  

1 .  建議可將標籤讀取器客製化改良成為槍型讀取器或其他更為方便

使用者使用之讀取器型式，方便使用者於讀取標簽作業時進行讀

取動作。  

2 .  系統建置已符合使用要求，並根據先前提供之意見進行修改，建

議後續推廣時建議可與防火門協會與建築師公會進行簡報說明，

以得到更多廠商以及建築師之認同，提升系統後續推廣之可行

性。  

3 .  建議可將系統之試用版程式開放給願意配合之廠商試用，以獲取

更多廠商實際適用之建議與意見，將可提升系統之完整性。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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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專家訪談紀錄 (七 )  

壹、開會時間：2009 年 11 月 05 日 (星期四 )   

貳、訪談單位：防火門廠商  

參、開會地點：防火門廠商公司會議室  

肆、出席人員：防火門廠商代表、冉淑慧、蘇郁智  

伍、紀錄人員：劉宏達  

陸、會議內容：  

1 .  建議研究團隊可將此系統以行銷方式推廣，吸引對於自身防火

門有信心之廠商加入實際測試行列，待實際導入驗證效果良好

時，對於自身產品有信心之防火門廠商亦會陸續加入；因此可

將 RFID 標籤視為具有合格產品的公信力標章，以此陸續推廣

便可將未加入此模式的劣質廠商淘汰。  

2 .  目前防火門的一大問題為標籤之濫印，因目前之防火門標籤為

自行印製，導致防火門市場產生販賣標籤之問題。但利用研究

團隊所開發的 RFID 標籤系統可初步排除此問題發生。  

3 .  目前國內防火門製造廠商約為 190 家至 200 家，廠商眾多，再

加上平日出貨量及時間亦難掌握，因此建議研究團隊將目前標

籤「實報實領」方式改成「整批購買，逐一核銷」之概念，以

符合實際市場之需求。  

4 .  建議研究團隊所開發之 RFID 標籤申請系統可增加「整批購

買」之頁面，待防火門廠商實際出貨後再於系統上填寫「核

銷」之表單，如此便能掌控 RFID 標籤數量，亦能符合實際需

求。  

5 .  研究團隊所開發的 RFID 管理系統之最大效益為後市場的監

督，主管機關單位若欲抽查防火門，僅需於網頁上查詢其流向

並攜帶 RFID 讀取器於現場直接查核，不須再通知防火門產商

取得出產證明等其他相關資料。  

6 .  研究團隊所規劃的管理流程與目前防火門管理方式大同小異，

其最大的不同為電子化與紙本之差異，因此若無良好的後市場

管理亦是無法發揮最大效益。同時，發證單位便是非常重要的

關鍵，發證單位若能有效監督防火門的後市場，劣質產廠商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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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逐漸淘汰。  

7 .  研究團隊須審慎思考由誰擔任第三發證單位，建議考慮與防火

門產品有所直接關係的單位，例如台灣建築中心、成大防火實

驗室以及建築施工會。  

8 .  若依照產品驗證登錄證書檢查防火門之合格性，腳鏈與門膛型

式應為檢查的項目一環，因此建議研究團隊應將此兩項目加入

至系統內，以符合實際市場需求。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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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專家訪談紀錄 (八 )  

壹、開會時間：2009 年 11 月 18 日 (星期三 )   

貳、訪談單位：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參、  開會地點：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肆、  出席人員：標檢局甯一勤技正、林祐正副教授  

伍、  紀錄人員：蕭富慈  

陸、會議內容：  

1 .  合格的防火門乃是防火門廠商將防火門樣品送至材料實驗室進

行耐火試驗，依照防火時效等級測試通過者，經由標準檢驗局

核可即證明該廠商具有生產合格防火門之能力。然而標準檢驗

局僅是防火門的驗證核可單位且防火門無須經由經銷商即可販

售，使得標準檢驗局無法源依據可管控，在加上防火門乃安裝

於建築物內，基於建築相關法源應由使用管理單位嚴加落實查

核。  

2 .  依據建築師法第十八條第四款所述明建築師應查核建築材料之

規格及品質，因此由建築師 (或監造 )進行嚴格地防火門品項品

質管控應為合理，由建築師監督承造人對於所購置及安裝之防

火門施工之確實及防火門本身的品質。  

3 .  根據營署建管字第 09700718812 號函所述明建議於營建工程

合約有關防火門工程中明訂相關防火門查驗規範，藉以落實防

火門抽驗機制。並且抽驗時機建議為防火門安裝完成後 (使用

執照發放前 )，防火門廠商會同工程司、業主暨材料實驗室專

員等進行建物防火門隨機抽樣 (按合約數量至少 1%之比例，或

不足百樘至少抽一樘 )進行破壞性查驗，且承造人須補足其數

量並承擔相關查驗之費用。  

4 .  防火門尚有經濟部標檢局防火門合格標識可以辨識其防火時

效，而防火漆、防火牆、防火窗等等防火材料皆是較無法辨識

的種類，建議建築師 (或監造 )須確實落實建築材料之查核以確

保建物使用安全。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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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會議紀錄 (一 )  

壹、開會時間：2009 年 02 月 23 日 (星期一 )   

貳、開會地點：台北科大國百館 203 教室  

參、出 席 人 員 ： 陳 春 盛 老 師 、 林 祐 正 老 師 、 冉 淑 慧 、 洪 素 惠 、 蕭 富 慈  

                  黃飛發、黃建智、劉宏達、蘇郁智  

肆、紀錄人員：李宜謙  

伍、會議內容：  

1 .  前端系統（Client 端）之系統畫面請以簡單易使用為要求。  

2 .  關於本年度計畫之系統流程是否須再行確認之問題，建議先繪

製第一版本之流程，再根據訪談後之意見修正為新版流程。  

3 .  系統部分請於所有相關環節流程訪談完後，彙整各專家意見後

再行修正。  

4 .  請於系統修正完成後製作系統修正前後對照表。  

 

陸、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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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工作會議紀錄 (二 )  

壹、開會時間：2009 年 03 月 30 日 (星期一 )   

貳、開會地點：台北科大土木館 4 樓會議室  

參、出席人員：林祐正老師、陳盈月經理、黃信翔工程師、蕭富慈、黃建智  

                李宜謙  

肆、紀錄人員：劉宏達  

伍、會議內容：  

1 .  林祐正老師對於今年度計劃建議：  

(1)  考慮所有相關單位、人員一次招開座談會可能會造成效率不

彰，建議先各別討論後再召開總座談會，並於實際執行後若

有問題再開第二次座談會。  

(2)  親自拜訪標檢局相關負責人員。  

2 .  陳盈月經理對於今年度計劃之建議：  

(1)  因前年度已將系統建置完成，故如何實際導入驗證此模式為

今年度之重點。  

(2)  建議可先將此系統導入實際流程執行一遍，先有初步的模式

後再與相關單位及相關人員討論，效率較佳。  

(3)  建議研究團隊先與成大防火安全研究中心、財團法人建築中

心材料實驗室、營建署以及市政府等相關單位進行討論後再

前往拜訪標檢局進行討論細部內容以獲得更具正面價值之建

議與意見。  

(4)  目前系統雛型遇到的困難為 (1)標籤內需放哪些資料 (2)標籤

使用年限與建築物生命週期無法一致，此問題較大可先思考

如何克服此問題。  

(5)  標檢局較重視申報制度，因標檢局希望透過此制度瞭解申報

之防火門與銷售後防火門是否為通一批，故今年度可針對此

部分之生命週期做一重點管控。  

(6)  建議前往表檢局進行討論時可以表格方式並將其分為三個部

分進行簡報說明，首先說明標檢局之實際需求、第二部分說

明 RFID 導入防火門之功能以及效益，第三部分則說明導入

RFID 仍無法解決之問題之配套措施，希望透過簡易的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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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方式讓標檢局之防火門主管人員清楚明確地瞭解本計畫

之研究成果。  

(7)  建議驗證系統適用性之執行步驟可分為三個階段逐步進行，

首先確認透過實驗過程確認提出之機制以及模式是否正確，

其次與相關單位、人員召開座談會進行說明簡報並彙整相關

建議與意見，最後針對相關問題尋訪專家進行討論以獲得解

決之道。  

3 .  黃信翔工程師對於今年度計劃之建議：  

(1)  因標檢局較重視防火門之品質，建議 RFID 標籤可配合

2+3+7 剖門制度以達到防火門品質之保障。  

 

陸、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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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工作會議紀錄 (三 )   

壹、開會時間：2009 年 04 月 06 日 (星期一 )   

貳、  開會地點：台灣建築中心會議室  

參、  出 席 人 員 ： 林 祐 正 老 師 、 陳 盈 月 經 理 、 黃 信 翔 工 程 師 、 蕭 富 慈  

                   黃飛發、李宜謙、劉宏達、蘇郁智  

肆、  紀錄人員：黃建智  

伍、會議內容：  

1 .  陳盈月  經理：  

(1)  研究流程最上層的部分建議針對 RFID 應用流程中之施工工

地端之監造部分進行確認與商討。  

(2)  目前之想法為找材料實驗室及防火門協會一起開會，並報告

去年及前年之研究成果及希望導入驗證之模型。  

(3)  在每個環節相關廠商部分 RFID 導入於防火門之效益及目的

須定義清楚。  

(4)  目前之導入模式是最好結合現行制度去執行，驗證上較為可

行。  

(5)  在 RFID 導入防火門部分須做 SWOT 分析，以分析每個環節

導入之效益。  

(6)  在申請 RFID 標籤部分由有合格認證之廠商填寫申請書，申

請書中須填寫欲施工之地點、欲購置之樘數及其規格包含五

金配件部分，且申請書能上傳至網路。  

(7)  在代銷商部分新增欄位註明其所屬單位，但權責劃分上仍將

其歸屬於防火門廠商。  

(8)  在管理防火門廠商部分須建立罰則，使防火門廠商慎選工

廠。  

(9)  建議可將標檢局現行之剖門機制以及欲申報之制度納入本研

究系統中。  

(10)在系統程式部分須考慮到驗證登錄單位資料庫之型式。  

(11)在確認防火門的品質部分，建議結合剖門機制來實行。  

(12)在現場查核之人員將使用何項設備，例如使用平板電腦或是

讀取器等相關的設備部分以及成本分析須在研究報告中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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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2 .  黃信翔  工程師：  

(1)  在流程圖中與標檢局之會議定義為專家訪談，其餘會議為座

談會  

3 .  林祐正  老師：  

(1)  感謝經理及供稱施所提供之建亦與意見，本研究於執行過程

中會斟酌參考並將適合之建議與意見納入研究中。  

(2)  關於經理所提及將標檢局之剖門及申報制度納入本研究中之

建議，本研究確實曾針對相關問題進行討論，本研究考量到

剖門機制雖有其嚇阻效用，但與本案 RFID 之應用較無直接

之關聯，顧本研究於未來研究執行過程中會將其納入本研究

所提出之配套措施規劃之範圍內。  

 

陸、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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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工作會議紀錄 (四 )   

壹、開會時間：2009 年 5 月 7 日 (星期四 )   

貳、開會地點：台北科大國百館 203 教室  

參、出 席 人 員 ： 林 祐 正 老 師 、 陳 盈 月 經 理 、 黃 信 翔 工 程 師 、 蕭 富 慈  

                   黃飛發、黃建智、劉宏達  

肆、紀錄人員：李宜謙  

伍、會議內容：  

1 .  關於 RFID 導入於防火門生命週期流向管理各階段應用之優勢說

明已於去年計畫完成，今年將於專家訪談時再利用其進行說明。  

2 .  進行各階段專家訪談時將示範系統操作，並再次進行系統資訊確

認。  

3 .  座談會前可能無法完成完整防火門生命週期中各階段之專家訪

談，原則上將配合專家時間於座談會前至少針對二到三位專家進

行訪談。  

4 .  於座談會結束收集相關專家意見並針對系統做修改後將前往標檢

局與甯一勤先生進行訪談。  

5 .  防火門協會主要希望了解 RFID 技術是否對於防火門之偽造問題

能有實質助益，建議於座談會說明時可整合申報或是剖門制度加

強系統驗證機制之效用，並可望延伸為明年之工作規劃。  

6 .  於座談會進行時若能提出配合之申報制度基本架構，則可望獲得

防火門協會之全力配合。  

7 .  座談會進行時建議以投影片方式呈現並簡短說明研究內容，包含

RFID 技術於追蹤防火門之流向之應用各階段說明、計畫進行遭

遇之困難以及可利用 RFID 解決之現況問題說明等。  

8 .  關於人性道德之問題，如採購時選擇較低價之防火門而犧牲了品

質之問題等，本計畫暫時無法提出應對對策。  

9 .  RFID 技術及標籤並非萬能，尚須與網路及各項相關制度之配合

方能完成建全之認證機制。  

10 .  品質驗證之問題，可思考將 RFID 技術與相關法令配合以尋求解

決之道。  

11 .  座談會之系統操作示範將使用簡報檔之畫面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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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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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工作會議記錄 (五 )   

壹、開會時間：2009 年 7 月 22 日 (星期三 )  

貳、開會地點：台北科大國百館 203 教室  

出 席 人 員 ： 陳 春 盛 老 師 、 林 祐 正 老 師 、 冉 淑 慧 、 洪 素 惠 、 蕭 富 慈  

                  劉宏達、黃建智  

參、紀錄人員：李宜謙  

肆、會議內容：  

1 .  請將期中審查之投影片依動機、問題、目的以及研究流程之呈現順序

進行細部之調整。  

2 .  請將投影片中的 E-R model 更新為修正後之版本。  

3 .  請根據本研究之系統前後端資訊將投影片中相關表格內之資訊進行補

充。  

4 .  為免投影片過多贅言及不必要之畫面，請將投影片中與系統說明相關

之部分依重點說明將其濃縮。  

 

伍、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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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會議記錄 (六 )   

壹、開會時間：2009 年 8 月 6 日 (星期四 )   

貳、  開會地點：台北科大國百館  教授休息室  

參、  出 席 人 員 ： 陳 春 盛 老 師 、 林 祐 正 老 師 、 冉 淑 慧 、 洪 素 惠 、 蕭 富 慈  

                   李宜謙  

肆、  紀錄人員：劉宏達  

伍、會議內容：  

1 .  根據委員意見修正及補充期中報告內容。  

2 .  補充案例驗證分析內容。  

3 .  根據修正模式更正系統。  

 

陸、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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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工作會議記錄 (七 )  

壹、開會時間：2009 年 8 月 24 日 (星期一 )   

貳、開會地點：台北科大國百館 203 教室  

參、出 席 人 員 ： 林 祐 正 老 師 、 冉 淑 慧 、 洪 素 惠 、 蕭 富 慈 、 李 宜 謙  

                   黃建智、蘇郁智  

肆、紀錄人員：劉宏達  

伍、會議內容：  

1 .  請針對 RFID 技術應用於防火門控管之 SWOT 分析。  

2 .  請於週五前將期末報告書第二版本完成。  

3 .  請思考計畫執行過程中期末階段仍將進行何項工作，並提出討論。  

 

陸、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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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會議記錄 (八 )   

壹、開會時間：2009 年 8 月 31 日 (星期一 )   

貳、開會地點：台北科大國百館  203 室  

參、出席人員：林祐正老師、冉淑慧、洪素惠、李宜謙、劉宏達、蘇郁智  

肆、紀錄人員：黃建智  

伍、宣布事項：  

1 .  持續進行系統修正。  

2 .  針對第七章推動措施及第八章結論與建議部份進行修改。  

3 .  SWOT 分析部份重新修正，依據整合版進行新增修改。  

 

陸、散會。  

 

 

 

 

 

 

 

 

 

 

 

 

 

 

 

 

 

 

 

 

184 



附錄一 

工作會議紀錄 (九 )   

壹、開會時間：2009 年 9 月 14 日 (星期一 )   

貳、開會地點：台北科大國百館  203 室  

參、出 席 人 員 ： 陳 春 盛 老 師 、 林 祐 正 老 師 、 冉 淑 慧 、 洪 素 惠 、 蕭 富 慈  

                  李宜謙、劉宏達、蘇郁智   

肆、紀錄人員：黃建智  

伍、宣布事項：  

1 .  持續進行修正系統，並將系統於這個星期日前完成，並於完成後展示

系統成果。  

2 .  請於下禮拜將與建築師進行訪談。  

3 .  系統修正完成後，需再前往案例一廠商再次訪談並展示本研究之系

統。  

4 .  請持續更新 RFID 技術文獻。  

 

陸、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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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會議紀錄 (十 )   

壹、開會時間：2009 年 10 月 13 日 (星期二 )   

貳、開會地點：台北科大國百館  203 室  

參、出席人員：林祐正老師、冉淑慧、蕭富慈、李宜謙、黃建智、蘇郁智  

肆、紀錄人員：劉宏達  

伍、會議內容：  

1 .  請聯絡配合的防火門廠商洽談訪談時間。  

2 .  因系統已參考先前專家訪談時所給的建議重新修改，故期末報告

書系統部分須重新撰寫。   

 

陸、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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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工作會議紀錄 (十一 )   

壹、開會時間：2009 年 10 月 27 日 (星期二 )   

貳、開會地點：台北科大國百館 203 教室  

參、出 席 人 員 ： 林 祐 正 老 師 、 陳 盈 月 經 理 、 蕭 富 慈 、 李 宜 謙 、 劉 宏 達  

                  蘇郁智、洪素惠  

肆、紀錄人員：黃建智  

伍、會議內容：  

1 .  本研究於實際案例導入部分預計再尋找第二家配合之廠商做進行

實際導入及訪談。  

2 .  建議未來在資訊系統方面可以與申報制度作結合，落實防火門的

申報制度，提出建議可與各防火實驗室配合。  

 

陸、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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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會議紀錄 (十二 )   

壹、開會時間：2009 年 12 月 12 日 (星期六 )   

貳、開會地點：台北科大國百館 203 教室  

出 席 人 員 ： 陳 春 盛 老 師 、 林 祐 正 老 師 、 冉 淑 慧 、 洪 素 惠 、 蕭 富 慈  

                  黃建智、劉宏達、蘇郁智  

參、紀錄人員：李宜謙  

肆、會議內容：  

1 .  期末報告內容修正討論。  

2 .  補充及確認期末報告修正版內容。  

 

伍、散會。  

 

 

 



附錄二 

附錄二-期初審查委員意見回覆  

 委員意見  意見回覆  
邱顧問昌平  

1 

於 97 年度完成 RFID 於防火門生命週

期之管理模式及各管理單位之資訊內

容或生產履歷管理資訊系統後，本年

度之研究即進行進一步之改善修正以

上之成果，並與標檢局與防火協會與

一、二廠商合作，辦理案例之工廠及

工地之測試與驗證，整體研究目的、

研究方法及預期成果皆十分明確。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  

2  

( i )  除了由標檢局提供之 t ag 外，是否

可以考慮業主及設計監造人共同或分

別提供 t ags  (依設計圖說中要求 )，最

後在內框完成時會驗後馬上附掛。  
( i i )  防火門有規格品、客製品、進口品

等，有不同之品管要求。請依建築三

級品管之程序辦理規格及品質之過程

抽驗及送驗，如防火門之鋼框材及面

材之抽驗；內框組裝後之查驗、面材

之定尺裁完後之查驗、面材封裝過程

之間造等，標檢局之 t ags、業主 (及或 )
監造者之 t ags 在何時何處附掛等可在

施工規範中要求。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本研究

所提出的 RFID 應用於防火

門之模式與流程涵蓋整個生

命週期，因此僅須一張標籤

即可掌握相關資訊；此外，

標籤掛附之適切點本研究亦

已於研究報告書內說明。 (請
參閱研究報告書 P48~P49)  

3  

建築品管、消防管理、使用維護管理

宜仍以原設計圖、整建後之設計圖等

資訊做管理，不必事事皆依賴 tags；
兩者可併行應用。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目前的

確有許多 RFID 標籤或技術

無法達到的部分，本研究建

議除將 RFID 技術導入防火

門驗證之生命週期外，可與

法令、管理機制相互配合，

如 此 方 能 夠 提 升 其 管 理 效

能 。 ( 請 參 閱 研 究 報 告 書

P140~P141)  
高名譽教授建章  

1 預期成果具體，成果可驗。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  

2  
RFID tag 之耐燃性如何？火災後此黑

匣子是否尚有效？身分尚可判斷嗎？

此對火害法律判斷有其功效。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本研究

已於研究報告書補充說明。

(請參閱研究報告書 P146)  

3  
進口原裝防火門之 tag 安裝如何管理？

如何裝入？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關於進

口防火門之管制問題，因進

口之防火門於進口時亦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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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意見  意見回覆  
過國內之防火測試，故仍可

於 測 試 完 成 後 即 將 標 籤 貼

附 。 ( 請 參 閱 研 究 報 告 書

P37)。   
曾教授偉文  

1 

學術研究運用在實際生活是科技計畫

的重點之一，本計畫對於科技運用技

術推動 RFID 於防火門流向管理應有

具體成果，特別是參與人員相關研究

在學術上已有重大產出及重大突破應

可舉列在計劃之內。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本研究

已於研究報告書補充說明。

(請參閱研究報告書 P20)  

2  

成熟之重要結論成果及技術，應該規

劃盡速推廣，方能呈現具體成果，本

計畫以推動兩年，今年更要進一步探

討系統實際操作性，建議未來計畫重

點 應 放 在 防 火 門 主 管 機 關 、 生 產 廠

商、檢驗廠商、設備工程單位、地方

業管機關導入 RFID 之先導及年分期

之執行具體規劃。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本研究

已於今年度導入兩家實際案

例，並補充未來推廣之具體

措施。 ( 請 參 閱 研 究 報 告 書

P141~P143)  

3  

預期成果建議應能在研究方法及過程

能具體呈現，例如預期成果提及防火

門生命週期各階段進行 RFID 防火門

管理資訊系統之修正，恐非所提資料

蒐集、專家座談及資料驗證等研究方

法所解決。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  

張教授建智  

1 
計畫書研究內容基本上均符合預期成

果之需求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  

2  
98 及 99 年度均有將所開發之系統導入

實際案例之規劃，其間的差異性如何?
可否補充說明。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本研究

於 98 年規劃進行系統之實際

案例導入，並於 99 年規劃進

行系統之推廣試辦。  

3  
國外是否有類似相關之經驗，可提供

本計劃借鏡之處，如有，則希冀於期

中報告提出。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經本研

究搜尋後確認目前國外無與

本 研 究 相 關 之 文 獻 可 供 參

考。  

4  
應用 RFID 於防火門流向管理上，在

技術層面期限制條件為何?未來希望於

報告中提出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本研究

已於報告書內補充 RFID 應

用在防火門之限制條件。 (請
參閱研究報告書 P136~P137)

林執行祕書象新  

1 標檢局為防火門檢驗之主管機關，目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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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意見  意見回覆  
前標檢局對於消費商品履歷制度之建

立 非 常 有 興 趣 ， 並 有 意 建 立 管 理 平

台，希望執行單位能盡快向標檢局簡

報，以爭取標檢局支持，未來才能實

際導入。  

已與標檢局之承辦人員討論

其模式與系統。 (請參閱研究

報告書 P166~P167 與 P173)  

2  請分析國內防火門之市場生產數量。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本研究

已於研究報告書補充說明。

(請參閱研究報告書 P133)  
經濟部技術處  

1 
應探討 Tag da ta 與 format 的需求，還

有封裝規格的要求。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本研究

僅將標籤作為 ID 之功用，其

規格僅考慮以貼紙式貼附即

可。  

2  
可參考 EPC global  IS 架構讓流程中的

各單位能夠建立自我資訊分享。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本研究

已參考 EPC global  IS 之架

構。  

3  Tag 編碼應與國際接軌，以利外銷。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防火門

外銷之議題不在本研究範圍

之內。  

4  Tag 的防偽機制應加探討。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本研究

已於研究報告書補充說明。

(請參閱研究報告書 P146)  

5  

已進入第三年的研究，應積極探討擴

散應用的積極條件  
甲、成本效益分析與成本分擔的策略  
乙、Tag、 Reader 系統規格需求，產

業須配合的策略  
丙、數量估計  
丁、法規要求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本研究

已於研究報告書補充說明。

(請參閱研究報告書 P65~P66
與  P139~141)  

中華民國消防設備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1 
建議在防偽標籤設計完成後，需作一

些推廣告知相關廠商以及各地方防災

相關單位做宣導。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  

內政部營建署  

1 

因營建署屬於行政機關，較強調與現

行之行政管理體系之結合度及後續之

實用性，故希望透過今年度試辦或與

民間訪談之機會深入探討及思考應用

新的管理機制或技術與現行管理機制

上是否有媒合之處或是相關的配合措

施。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本研究

已於研究報告書進行詳細探

討 。 ( 請 參 閱 研 究 報 告 書

P140~141)  
 

191 



無線射頻辨識技術(RFID) 於防火門之流向管理應用計畫 

 委員意見  意見回覆  

2 

再者，技術上的防弊措施亦建議深入

探討，如防火門若是經高溫燒毀後，

如何確認其上之標籤是否已被更換，

或是現行之管理機制中如何確認標籤

之正確性，此外，因防火門之使用期

限較長，如何確保其內部資訊是否被

假造或竄改以致於與主管機關取得之

資 料 產 生 不 符 之 情 況 亦 建 議 深 入 思

考。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本研究

已於研究報告書補充說明。

(請參閱研究報告書 P146)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1 

以檢驗局的立場而言較不注重 RFID
技術導入防火門生命週期之流程，比

較注重的是驗證通過之產品是否與廠

商出貨時之產品相符合，且 RFID 標

籤是否能對這項問題加以控制。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若僅透

過 RFID 技術無法達到改善

品質之目標，將需與其他法

令及管理機制進行配合。 (請
參閱研究報告書 P140~P141)

2 

在各階段的查驗過程中，透過 RFID
標籤是否能夠對防火門的品質做查驗

的 動 作 ？ 或 是 僅 能 查 驗 標 籤 內 之 資

料？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僅透過

RFID 技術無法達到改善品質

之問題，但可藉由標籤查詢

相關資料。  

3  

簡報中似乎提及許多檢驗局的業務範

圍，但去年度計畫執行之過程中僅訪

談過檢驗局一次，故希望研究團隊能

夠對於標檢局之實際需求再進行更進

一步的確認及了解。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本研究

已與標檢局之承辦人員討論

其模式與系統。 (請參閱研究

報告書 P166~P167 與 P173)  

台灣省建築材料商業同業公會聯合會  

1  
防火門已列入應施檢驗項目且有分級

及防火時效，訂定不同的等級。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本研究

已於系統上補充防火門之防

火時效。 (請參閱研究報告書

P61)  

2  
RFID 運用於防火門產品的有效期限於

使用建築物的防火 (耐燃 )的時效，是否

一併納入考量。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目前標

籤之使用壽命約為 10 年，雖

無法與建築物本體之壽命相

衡，但隨著科技進步之日新

月異，相信未來標籤之壽命

能達到防火門之使用年限。  

3  

RFID 目前多數原材料，均以進口為主

要來源，如何使生產技術引進國內合

作，產業升級轉型以達到防火 (耐熱 )的
有效管理。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引進國

外生產技術之議題不在本研

究範圍之中。  

王組長榮進  

1  此計劃為四年延續型的案子，經過研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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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意見  意見回覆  
究團隊前兩年的努力之下已建立防火

門管理系統的，希望今年經過實際運

作情形的驗證後，可以瞭解是否有達

到預期效果。  

已於今年度完成兩家實際案

例之系統導入。 (請參閱研究

報告書 P115~P133)  

2  

目前防火門的管理已有相關的法令制

度，若引進此新的管理方式後，是否

會與現有法令牴觸，或相關制度是否

需要做一修改以及配套措施。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本研究

已於研究報告書補充相關配

套措施。 (請參閱研究報告書

P140~141)  

3  

若開始推動此新的管理模式後，是否

需要一些配合措施，在今年度的驗證

結果之後，日後的期末報告書可將此

部分做一初步的分析，至於實際措施

推動方式、實際措施研擬等皆可於下

一年度進行。此四年計畫案的初步構

想即可完整呈現出來。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本研究

已於研究報告書補充相關配

套措施推動方式。 (請參閱研

究報告書 P140~P141)  

4  

因 防 火 門 所 涉 及 的 資 料 相 當 龐 大 ，

RFID 標籤內所能儲存的資料亦相當有

限，故 RFID 技術所能發揮的作用並

非標籤內儲存資料的多寡，而是後端

的資料庫系統。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目前本

研究僅以標籤當作 ID 索引功

能，其詳細資料皆儲存於後

端資訊系統。  

5  

目前標檢局遇到比較棘手的問題係防

火門製造商為了使防火門可順利通過

檢驗，製造商交付給實驗室的資料與

最後驗證通過後於市面上銷售的防火

門資料有所出入 (材料、規格等 )，透過

此一管理系統是否能減少或預防此情

形的發生，此部分可與標檢局以及實

驗室討論。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若僅依

靠 RFID 技術尚無法確切保

障防火門之品質，因此本研

究建議須建立完善之制度與

配 套 措 施 方 能 解 決 此 一 問

題 。 ( 請 參 閱 研 究 報 告 書

P140~P141)  

陳副所長瑞鈴  

1  
在 RFID 標籤時效及建築物時效上，

是否有多次貼附之情形，這部份是否

有考慮到?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目前標

籤之使用壽命約為 10 年，雖

無法與建築物本體之壽命相

衡，但隨著科技進步之日新

月異，相信未來標籤之壽命

能達到防火門之使用年限。  

2  

後續之研究需再今年度作一個探討，

包括成本效益方面，後續計畫之實施

方法與實施機關、工會團體及業者會

商，期末時希望能提出一個初步之構

想可供後續之研究參考。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本研究

已於研究報告書補充成本效

益分析，並與各相關單位召

開座談會討論後續之推廣措

施 。 ( 請 參 閱 研 究 報 告 書

P141~P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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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附錄三-期中審查委員意見回覆  

 委員意見  意見回覆  
內政部營建署  
1 請說明目前管理體系，以及使用 RFID

技術預期改善方向與配套措施。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本研究

已於研究報告書補充說明。

( 請 參 閱 研 究 報 告 書

P38~P41 與  P140~P141)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1 相關之管理內容與措施，除了能確認

防火門的品質外，同時能提供後續檢

查人員一個便利的方法加以查驗。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  

2  防火門之流向管理應說明係那些單位

所需要，並且建立之相關資料庫是否

可以公開與交流。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本研究

已於研究報告書補充說明。

(請參閱研究報告書 P43)  
林執行秘書象新  
1 防火門之主要管理單位為標檢局，未

來要如何實施須經該局認可，應儘快

與該局討論。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本研究

已與標檢局進行相關討論。

( 請 參 閱 研 究 報 告 書

P166~P167 與 P173)  
2  建議如能與標檢局資料庫連結，則僅

輸入驗證編號即可帶入防火門相關資

料，藉以避免資料寫入過多。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本研究

已於研究報告書補充說明。

(請參閱研究報告書 P148)  
3  建議將 RFID Tag 與認證標籤結合，

要如何核發需與標檢局討論與認可。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標檢局

核發之認證標章因還具有其

他功能，故目前暫不適合與

RFID 標籤結合。  
張教授建智  
1 以 依 照 期 初 審 查 意 見 加 入 研 究 內 容

中，期中報告對於管理模式、案理驗

證及管理效益分析亦有豐碩之成果。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  

2  研究目的內容中第 1 項與第 5 項、第

2 項與第 3 項，在文字表達中區分較不

明確，難以明白其定位，建議加以修

正。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本研究

已於研究報告書中修正。

(請參閱研究報告書 P4~P5)

3 案例驗證的分析及具體結論，未來可

再加強。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本研究

已針對案例驗證部分補充更

加詳細且具體之結論。 (請
參 閱 研 究 報 告 書 P127~ 
P132)  

4  期中報告中仍有部分編排誤植處，請

修正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本研究

已於研究報告書中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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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意見  意見回覆  
5 建議 RFID 技術於防火門生命週期管

理效益中已 SWOT 方式進行分析，更

能突顯所需之目的。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本研究

已依委員建議於報告書中增

加 SWOT 分析之內容，以

突顯所需之目的。 (請參閱

研究報告書 P137~P138)  
6  於本年 5/11、5/14、5/23 的三次專家

訪談，及 2/23、3/30、4/6、5/7 的四

次工作會議，充分探討本年度研究重

點問題，導入中部一老牌廠商配合研

究，在發掘產品驗證發放 Tag 及廠商

端出貨管理等找出問題點及其因應對

策，初步之案例進行有一些成果，而

專家依實務上之需求或執行上之困難

等，建議修正一些管理項目 (及研究內

容原訂之事項 )。研究程序十分嚴謹。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本研究

已於研究報告書補充說明。

( 請 參 閱 研 究 報 告 書

P127~P132)  

邱顧問昌平  
1 表 5.6 中屬性欄中「長度」請以註記

方式說明一下。又施工者宜為營造之

分包商？或是製造者？亦請說明。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本研究

已於研究報告書中針對相關

問題完成修正與說明。 (請
參閱研究報告書 P78~P81)  

2  可否比照台灣營建研究院與台灣建築

中心現有之認證標章，對防火廠商、

監造單位與施工單位之防火門品管以

一套制度介入，並頒發優品標章，必

要時可每半年隨機抽樣 (一定比例 )，進

行剝開查證 (為防火門廠商每年必要之

花費之一 )。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本研究

已討論並提出建議。 (請參

閱研究報告書 P150)  

建築研究所安全防災組  
1 計畫執行時相關廠商之建議事項，應

先進行評估後再參採，部分意見可能

係廠商為圖一時之便所提，不一定有

助提升防火門之管理。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於計畫

執行過程中，對於各專家學

者提出之建議與意見，本研

究並未照單全收，針對其實

用性與相關廠商以及使用者

進行討論，回收意見時本研

究更針對其適切性進行全盤

性的考量。 (請參閱研究報

告書 P146~P147)  
2  防火門之相關資料，應考量不同階段

使 用 者 與 管 理 機 關 資 料 輸 入 之 便 利

性，且相關資料輸入與輸出格式應統

一，以利審查與驗證。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  

李主任秘書玉生  
1 防火門在同型式認證的問題上，常發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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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意見  意見回覆  
生現場組裝之五金配件與送檢項目不

同，且標檢局於最近針對此問題有相

關處理措施，請執行團隊於後續計畫

執行時納入考量。  

已於研究報告書補充說明。

(請參閱研究報告書 P146)  

2  有關 RFID Tag 之導入時機及其方

式，可參考農委會之農產品產銷、寵

物晶片等導入方式，由產品之生命週

期中分析導入之最佳時機與方式。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針對

RFID 導入之適切點，本研

究已於研究報告書說明。

( 請 參 閱 研 究 報 告 書

P46~P53)  
林組長建宏  
1 相關系統之操作應該要簡便明確，資

料輸出部分亦應符合相關主管機關之

要求，以增加使用上之便利性與相容

性。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本研究

已於研究中針對系統操作之

便利性與相關主管機關進行

討論，以達到系統之實用

性 。 ( 請 參 閱 研 究 報 告 書

P163 、 P166~P168 與

P173)  
2  建議在多與相關單位、廠商討論與諮

詢，以矢計畫內容更能與現行制度接

軌。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本研究

已與相關主關機關及廠商做

討論，並於回收建議與意見

時進行考量與評估。 (請參

閱 研 究 報 告 書 P151~ 
P173)  

3  報告書中第 41 頁部分相關主管機關名

稱有誤，應加以修正。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針對法

定用語之部分，本研究已於

研究報告書修正。 (請參閱

研究報告書 P34~P35)  
4  報 告 書 中 有 關 貨 品 編 號 、 批 號 、 號

列、次號，相關名詞應統一，以方便

辨認。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本研究

已於研究報告書補充說明。

( 請 參 閱 研 究 報 告 書

P74~P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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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附錄四-期末審查委員意見回覆  

 委員意見  意見回覆  

1 

第 42 頁說明由於工廠查驗牽涉單位

眾多且複雜，實際導入困難度高，

故於圖 3-2 修正模式將工廠查驗階

段移除，惟工廠查驗是上游品保之

關鍵步驟，可考量以材料標籤與物

品標籤方式作為上游管理之機制。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本研究已根

據委員之意見將工廠查驗階段重

新納入 RFID 應用於防火門之生

命 週 期 。 ( 請 參 閱 研 究 報 告 書

P44)  

2  

由第 90 頁中圖 4-27 系統資訊管理

架構，針對 RFID 申請模組及防火

門資訊追蹤模組，皆未能記錄該批

產品之防火性能，且以偏重產品用

戶端管理是否達到防火門管理目的

(例如出廠前品管或後市場追蹤 )，
請再考量。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本研究已修

正其系統，並已於研究報告書補

充 說 明 。 ( 請 參 閱 研 究 報 告 書

P61)  

3  

技術導入應用的成果，應會與當初

預期期程產生落差，建議研究團隊

可就研究所遇到的瓶頸，於結論中

加以描述，作為後續研究之努力方

向。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本研究已於

研究報告書補充說明。 (請參閱

研究報告書 P145~P147)  

4  
RFID 於防火門未來是否列入自願

性、法制性 (強制性 )，請做更深入

的探討。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本研究已針

對此問題於研究報告書補充說

明，並針對相關法制問題進行深

入探討與說明。 (請參閱研究報

告書 P149)  

5  

本研究案有兩家防火門廠商進行實

際導入，建請未來能將各主要已取

得防火門標準之廠商生產量、年銷

售量與本研究之兩家防火門廠商生

產量、年銷售量一併比較，以作為

比對之參考。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本研究已於

研究報告書補充說明。 (請參閱

研究報告書 P139)  

6  
實報實領、整批購置、逐一核銷之

劣勢，有待加強整合，作為參考即

可，切勿僅選擇一種方式管理。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本研究已於

研究報告書補充說明。 (請參閱

研究報告書 P135~P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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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防火門驗證資訊寫入資料庫時機，

應在防火門驗證完成時即寫入。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本研究建議

未來可與防火門實驗室之系統結

合，達到此一目的。 (請參閱研

究報告書 P148)  

8  
部 分 資 料 輸 入 方 式 應 可 選 擇 以

Batch 的方式輸入。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系統已依委

員意見修正。  

9  
實例實際導入之內容，請於報告書

中說明。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本研究已將

其補充於研究報告書。 (請參閱

研究報告書 P118~P120)  

10 

系統應用模式不宜把廠驗部分移

除，若有執行上之困難時，應提出

相關之解決辦法與配套措施，以達

到利用 RFID 完成防火門管控之目

的。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本研究已根

據委員之意見將工廠查驗階段重

新納入 RFID 應用於防火門之生

命 週 期 。 ( 請 參 閱 研 究 報 告 書

P44)  

11 

本研究應檢視現行模式為何，並找

出本系統之切入點，才能使本系統

之接受度提高，同時在法規與制度

面，應如何執行與調整，請提出具

體之建議。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本研究於去

年已針對現行之管理模式作一探

討。相關制度與法規之具體建

議，本研究已於研究報告書補充

說 明 。 ( 請 參 閱 研 究 報 告 書

P140~P141)  

12 
本研究之系統在技術面與制度面之

優劣與困難為何，以及在使用上是

否有限制，請再加以說明。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本研究已於

研究報告書補充說明。 (請參閱

研究報告書 P136~P137)  

13 

防火門在管理時所需顯示之資料項

目眾多，建議能加以分類，採用分

層顯示的方式，而不用於同一畫面

將所有資料都顯示出來。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本研究已依

委員意見修正並改善系統資料之

呈現方式。以分層顯示方式達到

人性化之介面。 (請參閱研究報

告書 P83~P95)  

200 



附錄四 

 委員意見  意見回覆  

14 

隨著科技日新月異，手持式之 PDA
或手機，以及 RFID 標籤、都有新

的發明，系統相容性也提升，應考

量使用者的方便性，使用較輕薄之

PDA 或手機作為管理工具，以及容

易制入之 RFID 標籤，可使使用者

的接受度大為提升。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本研究已於

研究報告書補充說明。 (請參閱

研究報告書 P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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